
A 4 ■責任編輯：周萬仰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點熱

■提及被開封福利院接

走的幾個孩子，袁厲害

便失聲痛哭。

本報河南傳真

直到現在，袁厲害也數不清她到底撿了多少
個孩子。「我不識字，但是每個孩子我都記在
了心裡。」袁厲害從來沒有刻意去收養孩子，
她也猶豫觀望過，只是看到孩子實在沒人要
了，就忍不住想要抱回來。「再怎麼樣也是一
條命，不能白白死了。」
在袁厲害的講述中，1989年到1993年這幾

年，不停地有人把嬰兒放到袁厲害家門口就跑
了，「有時候放到雜貨舖門口的冰箱上，有時
候放在門口，有的就扔在路邊。」當時過路的
人這個看看走了，那個看看走了。袁厲害也不

急 把孩子抱回家，她還是希望孩子的親生母
親會回心轉意再把孩子抱走，或者哪個好心人
把孩子撿走。袁厲害會時不時地給孩子包包被
褥，餵餵奶。
「如果到了晚上還沒有人來抱的話，我就把

孩子抱回家。」就這樣，袁厲害連續抱了三個
孩子回家。「有段時間就這樣連續抱了三個孩
子回家，其中一個是豁嘴。」袁厲害撿到孩子
之後會給自己的鄰居看，說看這孩子長得多可
愛。當時鄰居大多很驚訝，說：「你撿個這，
還高興呢！」

「終是條小生命不能白白死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劉蕊，實習記者

魏上婉　北京、鄭州連線報道）對於河南蘭考
「1．4」火災致7名孤兒慘死事故，民政部官網
日前回應稱，蘭考火災暴露了孤兒救助體系存
在漏洞。未來，將在縣級建設更多兒童福利
院，並積極推動出台兒童社會福利條例，進一
步鼓勵公民收養，並把民間收養納入監管。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有失去父母、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即「孤兒」）
61.5萬名，政府、個人、社會組織是收養主
體。當中民政部門兒童福利機構養育的孤兒有

10.9萬名，由親屬養育、其他監護人撫養和一
些個人、民間機構撫養的孤兒有50多萬名。
而河南省民政廳在接受本報書面訪問時表

示，按照計生委提供的新生兒每年4%至6%的
殘疾率，河南每年出生殘疾兒童約5萬至8萬
名。據推算，僅殘疾兒童中全省每年就有幾千
名棄嬰，加上各種原因遺棄的健康嬰兒，數量
更大。
對於如何看待民間收養棄嬰問題，民政廳

稱，由於收留人和被收留的兒童已經以父母和
子女的身份共同生活多年，建立了感情。「對

類似袁厲害這樣的情況，在認定其不具備養育
能力的前提下能否採取強制性措施帶走孩子方
面，都存在理、情上的兩難選擇。」

河南殘疾棄嬰年數千　
民政部：鼓勵民眾收養

10日中午，記者再次到袁厲害所住的蘭考縣
人民醫院。如過往幾天一樣，袁厲害所住樓層

還是有人把守，記者假稱自己是大學生，想來看看「愛心媽媽」。最後看守
人員終於同意：現在醫生不在，你快進去吧。

感謝港人理解支持

一來到袁厲害的病房，正在輸液的袁厲害立即從床上坐起來。她的眼睛
紅腫、聲音有些沙啞。才46歲的袁厲害頭髮已經白了大部分。她拉住記者
的手問記者從哪裡來，冷不冷。當她得知記者是香港媒體時，袁厲害很驚
訝：「香港的都知道了嗎？太感謝這些理解和支持我的人了。」
在採訪過程中，袁厲害一直緊緊握 記者的手。她把自己收養孩子的經

過仔細講了出來。當講起收養孩子的經過時，她開始表現得還比較平靜。
只是一提起火災、一念叨孩子的名字，聲音便開始顫抖，然後就哭了起
來：「每天不管是坐 還是睡 ，睜眼閉眼，我腦子裡都是我的孩子們。」
正當此時，袁厲害的主治醫生來到病房，見狀立即催促記者離開。袁厲

害拉 記者的手不放，哭 問記者：「我甚麼時候才能見到自己的孩子
啊？我好想他
們。」
她並拜託記

者：能不能讓她
見一見福利院的
孩子們，哪怕只
見一面：「你們
要是拍了孩子的
照片，可不可以
給我看看？哪怕
打個電話說幾句
也行。」

在河南蘭考縣

採訪的這幾日，

聽 袁厲害含淚的講述，看 各方不停的

爭論，我總是會想起小時候的兩件事。

在一個下雨的日子裡，還在上小學的我

在媽媽的店舖玩，突然，馬路上跑來一隻

狗，嘴裡叼 一個嬰兒，那個嬰兒滿身都

是血，眼睛是閉 的，狗咬 他的脖子，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當時的我

嚇壞了，趕快捂 臉奔到媽媽身邊。

還有一次是在高中，去上學的路上，一

條臭水溝旁邊放 一個包裹，裡面是個孩

子。我的第一反應是跑掉，我甚至沒有勇

氣去摸一下這個孩子是否還活 。等到了

學校，把事情告訴了幾個好朋友，「說不

定孩子還沒死」。於是我們幾個便商量 把

孩子抱過來，結果等我們再過去時，那個

孩子已經不在了。

直到今天，我一直為那個孩子祈禱，祈

禱他被好心人撿走，現在已經長大成人。

我也一直在愧疚，害怕他像下雨天的那個

孩子一樣沒機會長大。

我們真的應該感謝袁厲害，她把孩子撿

起來的那一剎那，就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

高貴，因為她敬畏生命，她給了每一個被

遺棄的孩子活下去的權利。

袁厲害不認識字，但她認識「命」；袁

厲害不會寫平等二字，但她卻用行動書寫

了「人人生而平等」，在她眼裡，孩子就是

命，沒有殘疾也沒有缺陷。

一場大火，燒掉了政府的遮羞布，讓我

們看到了繁榮浮誇背後的斑駁瘡痍；一個

袁厲害，讓我們看到了什麼叫活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10
日中午，記者終於在蘭考人民醫院病房
見到袁厲害，眼前的她，仍是胖胖的模

樣，但一臉憔悴。在十餘分鐘的訪問時間裡，
袁厲害幾乎不停地跟記者說話：「我永遠記得
撿到第一個棄嬰的情形」。1989年的一天，已有
了兩個孩子的她正在蘭考縣人民醫院門口擺攤
賣早點。突然從路邊的醫院廁所裡傳來一陣哭
聲—是一個包裹 的小孩。「當時有很多人圍
觀，我上前看到孩子的小臉時感到很心疼，就
把她抱了起來。後來一位醫生走來，說反正孩
子沒人要，你就先養 吧。」
到了1990年，袁厲害的第三個孩子—杜明出

生了。而此時的袁厲害已收養了六個孩子。又
要做生意養家、又要養孩子，袁厲害實在忙不
過來，就讓自己的媽媽替她照顧。自己的三個
孩子加上收養的六個孩子，還要每天起早貪黑
做生意，袁厲害照顧不過來，就把杜明還有另
外兩個養子送回老家。「其實心裡也特別不是
滋味，每當到了吃奶的時間，就想起了自己的

兒子。」直到杜明12歲，她才把他接回家。　

一度窮到睡大街

袁厲害對待這些孩子的態度很簡單直白：自
己要是沒有能力就送到別家寄養，別家會挑身
體比較好的養，剩下的她都自己養 。因為這
些孩子，她被搞得焦頭爛額，原本感情不錯的
丈夫跟她離了婚，一度窮到睡大街上。
早在1993年的時候，袁厲害就有將孩子送到

福利院的想法。但當時蘭考民政局有個田局
長，說開封福利院條件也不見得多好，還是你
養 吧。袁厲害便沒再說什麼，而蘭考民政局
也會給她一些麵和油作為補給。
還有一次袁厲害直接將孩子放到了開封福利

院裡，然後就離開了。結果福利院一個工作人
員就騎車追她，還一直罵，情急之下，袁厲害
趕緊打車回家。「當時兜裡錢都不夠，還是鄰
居給付的打車費。」袁厲害說，那是她唯一一
次打出租車。

在袁厲害的描述中，直到2008年開封福利院
才開始接受棄嬰。但此時袁厲害說不捨得一下
子給福利院，要慢慢給。

福利院要求太多手續

「後來有了孩子，就給福利院院長打電話讓
把孩子帶走。」只是再往後，福利院說需要開
各種證明辦各種手續。不識字的袁厲害根本開
不了這些證明，只能自己繼續養 。
至於開封福利院院長王永喜為什麼說是袁厲

害不肯放手孩子，讓袁厲害很不能理解。記者
致電王永喜想要求證，但他一直沒有回覆。
當從記者處得知蘭考要建福利院並且說她也

可以應聘時，袁厲害立即感到很興奮：「我很
想去應聘，也很想等蘭考福利院建好了，申請
把孩子接回來，繼續照顧他們。」
袁厲害說，蘭考福利院建成以後，如果她本

人再碰到棄嬰的話，會及時通知當地福利院把
孩子接走，自己不會再私自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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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厲害在給記者講述時，一直拉 記者

的手不放。 本報河南傳真

■倖存孩子送福利院前，被收留在蘭考縣棄嬰臨

時安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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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訴我們：
什麼叫活

睜眼閉眼都是孩子們

■幾年前，袁厲害與她收養的棄兒圍 床吃飯。

經過多番努力，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終於在蘭考大火後第六天，在病房見到了

正在留醫的袁厲害。在短暫的時間裡，袁厲害詳述了收養孩子的經過：為了養棄

嬰，將自己的小兒子送到老家；面對送到家門口的棄嬰，也曾有過猶豫；自

感心有餘而力不足，數次將孩子送到福利院但均被拒絕⋯⋯袁厲害現在的

最大願望是身體趕快好起來，去看看孩子。她還希望，等蘭考福利院建

好了，很想去應聘，繼續照顧孩子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實習記者魏上婉 蘭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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