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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加碼恤孤「月薪」至少600元
本報09年發軔刊文獲關注 逾百萬童節日收大禮

我和母親的不同童年留影
人的一生不只有一個童年，第
一個童年是父母贈予的，第二個
童年是子女贈予的。當我們享受
自己的童年時，懂得童年的滋
味，卻不明白其中的意義；當父
母羨慕子女的童年時，明白了意
義，卻難以讓時光倒流。雖然在
現實中兩個童年從不相逢，但一
張張照片卻可以讓時光重疊。左
圖，于佩賢的母親袁亞亞5歲時
在寧夏隆德縣一家照相館的留影
（資料照片）；右圖，在寧夏隆
德縣，今年5歲的于佩賢在爺爺
家留影（5月25日攝）。 新華社

6月1日，西藏各族兒童在拉薩市德吉羅布兒童遊樂園內
遊玩。德吉羅布，藏語意為「幸福寶貝」，該遊樂園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遊樂園。 中新社

世界最高的樂園

94洋奶粉獲准進內地

網民憶童年 囧事不堪回首舊照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在「六一」兒童節之

際，網民掀起了新的潮流，大家紛紛上傳自己小時候拍
下的各種「囧照」，這些照片或打扮雷人，或濃妝艷
抹，讓圍觀者直呼「囧爆了」。「曬童年照」在微博上
傳開後，迅速引起轟動，跟帖的網友紛紛表示「要笑岔
氣了」，截至昨晚，已有逾五千人參與，曬出了五千多
張照片。
在網友上傳的「囧照」裡，相當一部分都穿古裝，要

麼扮格格阿哥皇阿瑪；要麼扮林妹妹寶哥哥，還有觀音
菩薩、白娘子、狀元郎、江南才子等等，各種「穿
越」，只有你想不到，沒有父母們做不到。
網民「逸羽飛雲」就是這樣一名「穿越者」，他曬

的照片中，身穿滿清龍袍，雙眼炯炯有神，活脫脫就
是一位玉樹臨風的「四爺」。「照片是我10歲那年拍
的。」「逸羽飛雲」回憶說：「當時好像都很流行給

小孩子穿上古裝，特別是皇帝公主之類的衣服拍
照。」

男生化妝點「美人痣」
如果說穿古裝是「童年囧照」的一大流派的話，那另

一派無疑就是「化濃妝」了，在網友上傳的照片中，大
多數在照相館拍的藝術照，都有一副「標準妝」：打腮
紅、塗口紅，眉心還點上一個「美人痣」，無論男女，
統統如此。
對此，80後劉先生深有感觸，他上傳的照片，是「古
裝派」和「濃妝派」的完美結合—一身唐三藏的行
頭，雙手合十，臉上濃妝艷抹，不但腮紅口紅美人痣齊
全，還畫了眉毛。劉先生說，自己是被父母「威逼利
誘」拍下這張照片的，「作為一個小男孩，給我畫女
妝，我心裡極其牴觸。」

兒童節：警察爸爸去哪兒了？滬兒童傢具過半不合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國家

質檢總局前日公佈首批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的94
個進口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據國家質檢總局
發佈的信息，此次公佈的94個進口品牌基本囊
括大家熟悉的洋品牌，如多美滋、雅培、雀巢
等。
國家質檢總局還表示，新獲得註冊批准生產企
業的相關進口商和產品信息將定期更新。這也意
味着今後還會有進口洋品牌奶粉獲准進入中國市
場。
據了解，自今年5月1日起，被業內稱為「史上

最嚴」的洋奶粉新規正式實施，其中就包括未經
註冊的境外生產企業的嬰幼兒配方奶粉不允許進
口。截至目前，國家質檢總局公佈了兩批獲得進
口嬰幼兒配方乳品境外生產企業的註冊名單，總
共有49家生產企業獲得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六一」節來
臨，上海多部門發佈多個兒童用品質量監督抽查
結果，兒童傢具、童鞋和童裝的質量安全風險較
大，而網購成為兒童產品質量不合格的「重災
區」。
在近期對上海生產和銷售的兒童傢具質量抽查

中，21批次的抽查產品中14批次被判定不合格，
不合格率高達三分之二。不合格兒童傢具分別集
中在結構安全、力學性能和警示標識三個項目
上，上海金麒家具有限公司拒絕監督抽查。而在
童鞋產品質量專項監督抽查中，19批次抽查產品
有7批次不合格。
另外，網購童裝和童車的風險均較大。其中，

上海的2014年度兒童服裝比較試驗結果顯示，12
件在網絡購物平台買的樣品中，有10件不符合標
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一條由湖北省公
安廳原創的「如果你是警察爸爸」的微信，六一
兒童節前夕在眾多公安民警手機中頻繁轉發，
「警察爸爸，兒童節你肯定又不能回家。如果你
不想在節後被評個差，如果你不想寶貝好長時間
都不跟你說話，兒童節，這些心思你一定要花：
打個電話，讓老師給選份禮物，提前積攢時間，
偶爾陪他瘋耍，哄哄孩子他媽，因為她最辛苦
啦！
輕鬆幽默的語言，溫情脈脈的「秘籍」，準確命
中以剛毅、堅強著稱的警察爸爸，讓他們直呼「淚
奔」，並紛紛為這種「貼心」點贊。由於近期全國
公安部門持續加大反恐防暴工作力度，眾多民警都
在親身演繹「白加黑」的場景。「陪孩子過兒童
節」這件簡單的事，卻變成警察爸爸們「不可能完
成的任務」。

七千萬農村留守童
千三萬無戶籍

苦過孤兒的「事實孤兒」
今年的六一兒童

節，有一些孩子值得
我們特別關注。他們
不是「孤兒」，但可

能比孤兒過得還苦。他們屬於事
實無人撫養的孤兒，父（母）尚
在，卻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得到正
常照料，他們面臨着嚴峻的生存
問題，需要得到社會關注。

在廣東汕頭潮陽區海門鎮，小婷
與14歲的姐姐、15歲的哥哥擠在一
間陰暗、潮濕的小屋裡。一個舊櫃
子，一個小飯桌，就是家裡的全部
傢具。他們蓋的棉被已經發霉，炎
熱的夏天到來，他們卻從沒使用過
蚊帳。小婷的手臂、腿上到處是被
蚊子叮咬過的紅腫小包，她說，不
要管，咬了之後隔一會兒就消了。

2006 年，小婷的父親因車禍去
世，母親當年就離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過去，三兄妹跟着年邁多
病的爺爺以撿垃圾、賣破爛為生。
去年爺爺一病不起，生活的重擔全
落在了大伯一個人身上。大伯靠撿
破爛、打零工度日，一個月收入一
千多元，生活很艱辛。

與孤兒相比，「事實孤兒」更容
易被忽視。2013年6月，南京市江寧
區兩名女童被發現餓死在家中。孩子
死前曾因飢餓徹夜拍門喊媽媽。事發
前，孩子父親因向他人提供吸毒場所
被拘役，母親曾多次將孩子丟在家中
外出不歸。這起悲劇再次引起了社會
對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關注。
■本報記者 秦占國、凱雷、羅

洪嘯，實習記者 聶晨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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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31日本報刊發了一則《全國20萬孤兒未得救助》的報道，受到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等國
家領導人的關注和批示。2010年11月，民政部財政部
聯合發文，從2010年1月起為全國孤兒發放基本生活
費，確保社會福利機構供養孤兒最低養育標準為每人每
月不低於1,000元，社會散居孤兒為每人每月不低於
600元。
據了解，有超百萬之巨的事實孤兒、流浪兒童卻仍生

活無着，處境堪憂，而2010年出台孤兒保障政策，只是
針對父母雙亡的孩子來發放補助金。包括本報在內的眾
多媒體以及「兩會」代表等各界人士呼籲恤孤政策能真
正普惠每一位事實孤兒。

50地區孤兒獲國家保障
2013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拍板關懷下，數百萬困境
兒童比照孤兒求助保障事宜提到中央最高層議程，包括
事實孤兒、無人監護的傷殘兒童在內的困境兒童保障制
度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六一兒童節前夕，民政部啟動第二批試點工作，

範圍擴大至內地46個市（縣、區）。至此全國有50個地
區事實孤兒將獲國家保障。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強調，
與2013年開展首批試點工作時相比，明確將「事實無人
撫養兒童」列入優先保障的困境兒童的行列。

多地響應三中全會新政
在習總親自關心下，困境兒童保障制度已經提升到中

央層面。各地紛紛響應三中全會新國策，已有浙江、山
東、湖南、河北等不少地方盡全力落實，有的地方已向
困境兒童發放生活費，其標準甚至高於孤兒每月至少
600元生活費的標準。
以浙江省台州市為例，椒江區困境兒童的基本生活費

標準，從今年1月份開始調整，由525元每人每月調至
580元每人每月，而黃巖區困境兒童的基本生活費標
準，從今年4月份開始調整，由608元每人每月調至674
元每人每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凱雷、羅洪

嘯，實習記者 聶晨靜 北京報道）本報曾於

2009年刊文《全國20萬孤兒未得救助》的報

道，受到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特別關注和批

示，促使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政策實際解決貧困

兒童生活補助的問題。今年「六一」兒童節，

又傳來好消息，來自內地50個地區的「事實

孤兒」（事實孤兒是指父母一方離世後另一方

不能履行撫養義務，以至於事實上無人撫養，

但又不能享受國家提供的孤兒保障的孩子）將

收到一份大禮，他們將比照孤兒享受每月至少

600元的國家撫養生活費。展望未來五年，包

括事實孤兒等在內的超百萬困境兒童將有望同

樣領取每月至少600元的普惠「月薪」。

2013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
全會，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困境兒童
政策有了新的制定：「健全農村留守兒
童、婦女、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健全殘

疾人權益保障、困境兒童分類保障制度。」
困境兒童主要是事實孤兒和無人監護的傷殘兒童、流

浪兒童等，既往政策只是惠及嚴格意義的孤兒，三中全
會提出新國策後，全國超百萬困境兒童保障困局終將破
解。 ■本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艷妮 陜西華縣報道）
來自西安、渭南和華縣的220餘名留守兒童在節
日前日走進少華山，參加「六一課堂進少華山」
公益活動，通過一系列趣味活動，體驗獨特的自
然生態課堂，並寄托對親人的思念。
據主辦方介紹，舉行此次公益活動的目的就是

讓孤獨的留守兒童們走出課堂、走進自然過一個
快樂的節日，同時使社會各界用各自的方式關
心、關愛留守兒童。
當天下午的活動在被譽為「天下第一禪林」之

稱的少華山潛龍寺進行，孩子們在千年古剎中誦
讀《三字經》，稚嫩童音，響徹山林，最後小朋
友們將寫滿祝福的祈願絲帶寄掛於兩千年柏抱槐
樹上，為遠方父母祈求平安、寄托相思。
「祝爸爸媽媽身體健康，工作順利」，這是10

歲小男孩李哲對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的祝福。平
時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的李哲，說自己最大的願
望就是每天都能和爸爸媽媽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30日《新聞1+1》報道，內地現有
7,000萬農村留守兒童，2,000萬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下，同
時1,300萬兒童沒有獲得戶籍登記，迫切需要社會的幫助。
該報道名為《兒童福利的「最後一公里」！》，節目中

介紹，處於內地最邊緣，最偏僻，最貧困地區的120個村
子，每個村子裡都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兒童福利主
任」，他們並不是只在六一兒童這一天給孩子們提供服
務，而是每一天都在給孩子解決困難、提供服務、謀取福
利。
雲南隴川縣景罕村的板曉蓮，從2010年開始，她成為本
村的一名兒童福利主任，任務就是幫助自己周圍20個村小
組的1300多名孩子，解決生活上的各種難題。而他們的工
資收入一個月在800塊錢左右。

■烏魯木齊的事實孤兒梁越，
3歲時，父親出了車禍，失去
勞動能力。母親在第二年便離
開了家。 網上圖片

■■本報本報20102010年年55月月3131日頭版報道日頭版報道
中央對中央對0909年文章的關注和批示年文章的關注和批示。。

■李哲寫下自己對遠方父母的祝福。 成艷妮 攝

■一個活脫
脫的江南才
子唐伯虎！
網上圖片

■5歲的于佩賢（右）與媽媽童年時的照片。 網上圖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小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小學
參加慶祝參加慶祝「「六一六一」」國際兒童節活動國際兒童節活動。。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