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坐落在朝陽區王四
營鄉南的花園村，10年前由當地鄉村的一座廢棄小學
改建，至今仍保留 當年小學校園的大致模樣。

救助中心尋找失去的愛

推開救助中心的鐵門，首先印入眼簾的是遠處圍牆
上「愛的港灣」四字。記者到訪當日，正逢大雪突
降，院子裡的路面、操場很快被白雪覆蓋，過去的教
室已改作孩子的宿舍、餐廳和活動室，國旗在操場中
央的旗桿上飄揚。
這一天是孩子們在心裡盼了好久的日子，所有的孩

子聚集在大活動室裡參加新春聯歡會，讓他們高興的
是，不僅可以表演精心準備的小節目，還會分到不少
美味的新年糖果。
在救助中心老師的幫助下，這些曾經在街頭流浪的

孩子都變身為能歌善舞的小演員。沒有華麗的服飾和
道具，統一穿 救助中心發放的藍色運動衣的孩子，
在舞台上用稚嫩的童聲歌唱和朗誦，一些孩子學會了
用葫蘆絲、豎笛吹出歡快的樂曲，還有一些孩子們戴
手工製作的墨鏡，扮演「鳥叔」大跳江南style。

迷茫孩童盼圓簡單夢想

談起新年願望，這些在聯歡會上展露歡樂笑容的
孩子，卻露出了迷茫的神情。一個六七歲的男孩想
了很久才說，去年春節（救助中心的）叔叔阿姨帶
我們第一次去了海洋館和動物園，海豚表演真好
看，今年還想去！他邊說邊用雙手做出擁抱的樣
子，臉上也笑開了花。這個孩子後來才告訴記者，
爸爸媽媽早就離家，他跟 爺爺來到北京後與爺爺
走散，他不想回家。
另一個差不多大的男孩，笑起來總是露出兩顆大門

牙，格外燦爛。他希望新年裡可以得到更多的糖果，
他用雙手邊比畫邊說「要一大袋，越多越好，還有巧
克力、薯片、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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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祈願：
2012年，中央8部門聯合展開全國範圍的「接送流浪

孩子回家」大行動，全年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6萬人
次，與2011年相比下降了近2萬人次，成效明顯。但業
內人士亦提醒，「送孩子回家」，還遠不足以滿足兒童
權利保護需求。對於流浪兒童，尤其是遭遇家庭暴
力、家庭虐待的兒童，家庭往往是造成問題和創傷的
地方，他們可能有心靈創傷、學習障礙，在家庭缺乏
關注關心，因此救助更需要了解孩子的需求、生活的
目標，幫助他重建與家庭、學校、社會的關係。
民政部有關負責人指出，中國尚未建立系統、規

範、健全的兒童救助保護機制和服務網絡，事實上，
無人撫養兒童、留守輟學兒童、監護缺失兒童、遭受
家庭暴力侵害兒童等困境兒童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救
助保護。

將開展救助保護試點

民政部將在今年開展困境未成年人社會救助保護試
點，將救助保護機構從立足機構開展流浪兒童救助保
護拓展到面向社會開展未成年人社會救助保護服務，
為構建未成年人社會救助保護制度體系和服務網絡打
下堅實的基礎。
這位負責人還指出，家庭監護缺失問題的產生是由

經濟、社會、文化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需要隨 社會
的不斷發展進步逐步解決。2011年8月出台的《國務
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和改進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
的意見》已明確賦予救助保護機構開展家庭監護調查
評估的職能，有助於及時針對性救助保護各類家庭監
護缺失的困境未成年人，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乞討。
此外，需要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政府部門對家庭監
護的監督干預職責。

引導自願者參與勸導

這位負責人表示，今年民政部指導救助機構加強與
高校、社會組織的合作，將通過購買服務、引導自願服
務等多種方式，引導更多的社會工作者、志願者開展流
浪未成年人的勸導、教育矯治、行為干預、心理輔導等
救助服務，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專業化服務。

2003年中國頒布《城市生活無 落流浪乞討人
員救助管理辦法》，政府對流浪兒童
的政策由收容遣送改為救助保
護，此後民政部資助各地建
立流浪兒童救助保護中
心。不過，民政部指出，
仍有約60%縣市未建立
救助機構，經濟欠發
達地區尤甚。

設健全救保機制
防困境兒童出走

在人們的印象中，流浪兒

童通常是衣衫襤褸、無家可

歸的「三毛」形象，而當我們走進流浪兒童群體後才

發現，流浪兒童這一身份，疊加 留守兒童、流動兒

童、輟學兒童、離異家庭兒童、乞討兒童、童工等多

重標籤。來自於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多方因素，將他

們置於困境。他們當中很多並非無家可歸，卻情願棲

身街頭也不願回歸家庭。對他們的救助和干預，也遠

非送其回家那麼簡單。

社會多關注盡早介入

對於流浪兒童問題，家長應首先負有責任。「所愧

為人父，無食致夭折」，養育子女本是人倫的基本要

求。家長們之所以未能盡責，除個人主觀原因外，貧

困、外出打工等社會經濟因素皆不應忽視。中國在經

過了30多年高速發展之後，已到了應該調整政策之

時，通過合理的再分配政策，使貧困家庭分享到經濟

發展成果，才是解決流浪兒童問題的根本之道。

從政府層面看，儘管中國政府早就強調對流浪兒童

實行源頭預防和治理，但相關的社會保護機制仍待建

立。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兒童保

護機制，社區裡有政府僱用或民間組織支持的兒童社

工，社工發現某個家庭有危害兒童的因素，如家庭暴

力、父母離異、對兒童的長期忽視等，就會盡早介

入，提供相應的服務干預。

各界合力築起安全網

值得關注的是，近一兩年來中國政府已將未成年人

救助保護工作列入重要議程。繼去年轟轟烈烈的「接

送流浪孩子回家」行動之後，民政部門今年再次提

出，將啟動「流浪孩子回校園」的專項行動，以預防

和減少兒童外出流浪乞討和重複流浪現象，此外還鼓

勵社會工作者、志願者為流浪兒童進行專業化救助服

務，困境未成年人社會救助保護試點亦有望試水，這

預示 ，中國未成年人救助與保護的相關制度法規建

設將大大提速。

總之，解決流浪兒童問題需要家庭、學校、政府、

社會的合力。唯有各界都關注流浪兒童的處境，了解

他們的需求，建立多方協作的機制，才能為孩子們織

起安全的網絡。正如一些機構所呼籲，「在街頭遇到

流浪兒童時，不要冷漠，可以關心問候他們一下；不

要匆忙，可以花多一點的時間了解他們的即時需要；

不要暴力，可以拒絕但不要傷害他們」，為流浪兒童升

起溫暖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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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曾經是一座廢棄的小學，十年前改建成北京
市第一家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主要對在北

京發現的3歲至18歲之間、身體基本健康、智力基本正
常、身邊沒有監護人的流浪乞討兒童進行救助保護。
10年來，救助未成年人5,800多人次，其中99%回歸家
庭和社會，目前仍有近40個孩子滯留在此超過兩年以
上。
中午十一點半，救助中心的孩子們與往日一樣準時

坐在餐廳等待開飯。按照早已固定的菜單，他們知道
即將端上餐桌的午飯是肉包子和菜湯。在這裡待了快
三年的河南女孩曉月早有了「大姐」風範，和幾個女
孩圍坐在一起，當比拳頭還大的肉包子分發下來後，
曉月很快吃完一個，又喝了碗湯，就結束了午餐。
或許是過去的流浪經歷所致，15歲的曉月比同齡女

孩看起來少了些天真，多了些冷漠，面對記者「想不
想快點回家？」的問題，她直接毫無表情地以搖頭回
應，「這裡有叔叔阿姨送來的新衣服，有可口的飯
菜，回家只有挨打，我不想回家！」

不願當養父「出氣袋」

曉月說，她很小的時候親生父母離異各自走了，後
來被北京的一對夫婦收養，可是養父總拿她當「出氣
袋」，稍有不如意就又打又罵，於是自己跑了出來，
在街上流浪。「我不想回家！」剛到救助中心時，曉
月拒絕告訴家裡的信息，後來救助中心幫她找到了
家，可是她死活不肯回去，無奈一直待在救助中心。
前幾天剛被送到救助中心的男孩鵬鵬，因為不想被

送回家，至今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他說，自己還在

生父母的氣，之前與父母吵架不告而別離家出走，輾
轉流浪到北京被警察叔叔送到救助中心。
與曉月、鵬鵬一樣，選擇主動離家的流浪孩子不

在少數。早前有社會機構調查稱，很多孩子為了逃
避家庭問題主動離家，這些孩子的選擇背後，有貧
困、家庭失和、家庭暴力、家庭關係的扭曲、留守
兒童或家庭父母的長期忽視，以及學校教育的種種
不當等等。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主任許東
介紹，該中心過去十年救助的5,800多人次中，不少
是主動離家的孩子，他們或曾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
暴力，或來自父母離異等單親家庭，或是缺乏關愛
的農村留守兒童。

河北男童「九進九出」

河北小男孩東東是「九進九出」救助中心的「常
客」。許東介紹，東東家裡就只有一個年歲較大的爺
爺，家庭監護缺失，於是就自己跑出來流浪，後被送
來救助中心，幫他找回家。可是回家不久就又跑出
來，來來回回已經九次。新年前，東東再次被送回
家，可誰也無法保證，這個男孩不會第十次出現在救
助中心的門口。
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未成年

人流浪現象成因複雜，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家庭監護缺失是其中的主因，家庭教育失當以及家長
專制、虐待、放縱、忽略等都是未成年人離家出走的
重要原因。據統計，目前全國有留守兒童5,600萬人，
其中相當一部分兒童與沒有監護能力的老人共同生
活，極有可能外出流浪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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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豚跳舞

孩子，流浪何所依歸？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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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用繪畫記下了動物園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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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時孩子們狼吞虎嚥。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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