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在一場車禍中雙
雙身受重傷，但因家貧缺錢，一位17歲
的四川女孩羅惠月被迫做出「先救父還
是先救母」的痛苦選擇。去年6月本報刊
登了這則報道後，幸得兩名熱心讀者捐
出20萬元人民幣的「救命錢」，救回她的
雙親。近日，本報記者再次探訪這個家
庭，一家人希望透過本報向香港的善心
人表達感恩之情。

2012年5月27
日，17歲女孩
羅惠月的父母
雙 雙 遭 遇 車
禍，重傷住
院，生命垂
危。家中經
濟困難，搶
救父母花了
數萬元，

好心人的捐款已所剩無
幾。爸爸媽媽都需要錢做手術，羅惠月面
臨「先救父還是先救母」的痛苦選擇。

讀者捐20萬如及時雨

2012年6月11日，香港《文匯報》以
《川女無力救母　盼善長施援手》為題，
報道羅惠月一家的不幸遭遇，引起了香港
市民的極大關注。本報兩位曾姓讀者向
「文匯報慈善基金」捐款244,400港元（折
合20萬元人民幣），93歲高齡的讀者趙驥
老人捐出1萬港元（折合8,184元人民幣）
養老金，用於羅惠月父母羅振海、劉仁秀
夫婦的後續治療。6月20日，本報四川分

社代表文匯慈善基金會，將這些凝聚㠥港
人愛心的「救命錢」及時轉交給了羅惠月
一家。

焦慮無助一掃而光

一年多時間過去了，羅振海、劉仁秀夫
婦是否康復出院？他們一家的近況如何？
連日來，本報記者對羅惠月一家進行了回
訪。7月23日，在成都某美容院打工的羅
惠月看上去十分得體而陽光，與一年前的
她判若兩人，焦慮、無助的表情一掃而
光。

「爸爸媽媽都出院了，如今在雅安名
山老家休養。」羅惠月說，爸爸已基本康
復，媽媽的腿裡還有一塊鋼板，仍需拄㠥
枴杖才能行走。如今，她每個月有3000多
元的收入。雖然絕大部分都寄給父母做生
活費和治療費，但她卻說，最困難的日子
總算過去了。
她說，當時猶如千斤重擔壓肩，感覺十分

無助；幸好來自香港的愛心捐款，終於使一
家人走出困境。「如今，我最大的心願，便
是希望我的親人平安幸福。」羅惠月說。
「惠月是家裡的獨生女，以前只知道

買衣服、吃零食，自己掙的工資不夠
花，有時還向家裡要錢。」 母親劉仁秀
說，通過這件事，羅惠月變得懂事了，
每個月要寄2000元回家，還經常給他們
買衣服和好吃的。父親羅振海說，看㠥
女兒的變化，他們感到十分欣慰。

感受香港同胞的愛

「以前，我只是在電視裡看到香港繁華
的街道，感覺非常遙遠。」劉仁秀說，經
歷這次事件後，她們一家真切地感受到了
香港同胞的愛，感激之情不知如何表達。
當聽說90高齡的趙驥老人，給她們捐贈了
1萬港元養老金後，劉仁秀感到萬分激
動，希望能借香港香港《文匯報》，轉達
她們一家深深的感恩之情。羅惠月說，她
希望掙了錢後，帶上爸爸媽媽到香港去，
當面感謝香港的大恩人。
「以前，我從來沒見過香港《文匯

報》，沒想因父母受傷住院與這樣一份國
際大報，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羅惠月
說，如今她經常瀏覽「香港文匯網」，還
加了香港《文匯報》的微博。
■本報記者 李兵、實習生 楊峻 四川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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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安徽阜陽潁上縣農民王家玉收養的棄嬰孤兒超過200位，他四

處磕頭燒香，為孩子們折騰「吃鹹菜的錢」，他的義舉引起海內外關注，

令人敬佩，也令人辛酸。由於香港《文匯報》三年前對王家玉孤兒院的

報道，促成恤孤新政出台，全國逾70萬孤兒受惠，潁上縣250多名孤兒和

孤寡老人的福利待遇也「一步登天」。

■本報記者 王曉雪、羅洪嘯、凱雷 北京報道

■王家玉的

福利院收養

了不少殘疾

孤兒，圖為

他照顧孤兒

的情況。

本報記者

北京傳真

■康復後的羅振海、劉仁秀夫婦在雅

安名山老家散步。

本報記者 四川傳真

從破舊的大院到嶄新的校舍，從每月
160元生活費到如今的1,000元，這

三年來的步步變遷，令王家玉老人欣慰
又感恩。正值本報報慶之際，王家玉老
人表示，感謝《文匯報》的報道引發恤
孤新政，讓孤兒能享受高標準的養育待
遇，徹底改變了孤兒的命運，為關注孤
兒問題作出重要貢獻。

每人月領取600至1,000元

2009年，香港《文匯報》一則關於救助
孤兒的報道獲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批
示，最終促成高標準恤孤新政出台，內
地31省市自治區（不含台港澳），每位未
滿18歲的孤兒每月可領取600至1,000元的
「月薪」，受惠孤兒逾70萬。

該則報道提及安徽省阜陽市潁上縣一
家民間孤兒院，這家孤兒院僅靠院長王
家玉一個人支撐，資金困難、校舍簡
陋，當時的王家玉憂心忡忡，為孩子們
生活費少、住房不夠、福利院工作人員
工資和教師工資發放困難等等問題而發
愁。
2010年6月，得知本報關於救助孤兒的

報道，以及即將出台的恤孤新政時，王
家玉激動地說：「最初我是不相信的，
以為你們在炒作，沒想到竟成了真。如
果不是該篇報道，該政策可能也不會這
麼快出台。」

政府撥地12畝建新院

香港《文匯報》對王家玉孤兒院的生
存現狀、面臨的困難以及未來孤兒養育
問題等做了詳細報道，報道刊出後，王
家玉拿㠥記者寄去的香港《文匯報》，找
到縣長和民政部門，希望中央的普惠性
恤孤新政能惠及這個艱難維持的民間孤
兒院。看到本報的報道後，當地政府及

民政部門當即行動，為王家玉這所民間
孤兒院的孤兒們解決了醫療和戶
口等問題，並劃撥12畝土地，
為這些孤兒建造新的校舍。
2012年元旦，成為王家玉永

遠難忘的日子，福利院中的
250多名孤兒和孤寡老人搬進
了政府興建的新校舍，這個
由王家玉苦苦支撐18年的民
間孤兒院也由政府收編，改
名為潁上縣社會（兒童）
福利院。

徹底改變孤兒命運

王家玉隨即與本報記者分享了這個好
消息，他激動地說，如今建了新的兒童
福利院，民政局也派來了領導管理，孩
子們的生活變化太大了。「現在孩子們
住的都是賓館式的高標準的房子，生活
也有了保障，各方面都比以前好，每月
600至1,000元的生活補貼由兒童福利院統
一保管，照看孩子們的生活、學習等各
方面，在潁上縣這樣的欠發達地區，物
價本就不高，這些錢足夠了，孩子們吃
的好、穿的也好、各方面的設施都得到
了大大的改善。」
在孤兒院被政府收編後，王家玉被聘

為榮譽院長。從一籌莫展到「所有問題
都解決」，王家玉至今仍感念《文匯報》
的幫助和推動，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王
家玉說：「我很感謝香港《文匯報》多
年前的報道，推動了中央對孤兒的救
助，並很快落實了恤孤新政。民政部和
財政部對孤兒的保障，讓孤兒能享受高
標準的養育待遇，我認為這徹底改變了
孤兒的命運，從生活、教育、住房、醫
療保障以及文藝設施解決的都很好，可
以說他們過的是天堂的生活。」

如今，王家玉仍閒不下來，
他以前收養的孤兒中仍有一些有智力障礙的青年，
此外，還有一些兒童的父母生死未明，無法提供死亡
證明，這些兒童就無法享受恤孤待遇，王家玉就繼續
照顧這些政策照顧不到的兒童。
為解決有智力障礙和病殘兒童、青年的生活和生

存問題，王家玉專門請來特教中心的老師來培訓他
們，讓他們自己可以刷牙、洗臉、疊被子、洗碗
等，讓他們能具備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甚至特
意讓自己的孩子在兒童醫院學習治療腦癱的相關技
術，再免費培訓家長和老師。他也希望政府和社會
不要忘記還有這樣一群人存在。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王家玉特意提及，此前先後6

個人聯繫自己，希望收養自己孤兒院的孤兒，但他
擔心沒有正規收養程序和證明兒童會被拐賣，就都
拒絕了。他說，打擊拐賣兒童應先懲罰賣兒童，再
懲罰買兒童的，沒有市場就沒有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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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31日，本報刊登「全
國20萬孤兒未得救助」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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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1日，本報刊登「川女無

力救母 盼善長施援手」的新聞。圖中

為羅惠月照顧病床上的父親。

■本報於2007年及2009年先後報道殘疾孤

兒的問題，終於引發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批示有關政策出台，

圖為2010年6月4日，本報刊登「本報報道引發強烈反響　撫

育金月超600 全國孤兒均可享」的報道。

■2007年6月1日，本報報道王家玉的善行，標題為「皖農13年收養214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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