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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拜兩個孩子被領養，那種撕心裂肺的痛，我一下
子受不了了。」回憶那段經歷，藏麗蘋幾度哽咽，久久不
能平復。「那段時間每天在家放聲大哭，不知道哭了多少
次。」藏麗蘋說，來福利院之前，再苦再累她都作好了心
理準備，但是卻從未想過會「失去」孩子們，也是在親身

經歷之後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儘管心中明白，領養成功對孩子們是好
事，但是多年共同生活的情感，讓她一時難以接受這樣的分離。

同住感情深 分離難承受
在福利院的這七年，藏麗蘋的孩子中曾有3個被國外領養，尤其是在

2018年，一周時間，兩個她帶了幾年的孩子被先後領養。那段經歷，藏麗
蘋至今都不敢去回想。在福利院的朝夕相處，讓藏麗蘋覺得這些孩子就跟
自己親生的一樣，孩子們跟藏麗蘋更是特別親近，別看他們很多智力有缺
陷，但「父母」對他們的好，他們都懂。藏麗蘋記得，小楊（化名）被領
養的前一天晚上跑到她房間，「媽媽，我能跟你一起睡嗎？」躺在床上，
小楊給藏麗蘋捶着背，藏麗蘋的內心卻早已承受不住。她說自己太脆弱
了，孩子們離開的那些天，她在家哭得沒了力氣，走路都要扶着牆。「孩
子們走了就永遠都看不到了。」藏麗蘋心裏默默地說。

生病最揪心 飯也吃不下
除了被領養，最讓藏麗蘋揪心的就是孩子們生病。因為天生的缺陷，去

醫院已是常有的事，成長過程中有些孩子更避免不了要做大手術。這些，
藏麗蘋都要一一面對。她帶的思思（化名）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當呼吸困
難時臉都漲得通紅，藏麗蘋每晚都要起來幾次查看思思的情況。

去年，思思九歲了，醫院通知她達到做心臟手術標準了，但同時也通知
藏麗蘋，思思的手術風險很高，讓她作好心理準備。藏麗蘋回憶說，等待
手術的那幾天太難熬了，每天都提心吊膽，飯也吃不下，「當時就想，當
初如果知道會這般煎熬，還不如不做這份善事。」思思的手術成功了，得
知消息的那一刻，藏麗蘋高興得像個孩子，又蹦又跳。

在兒童福利院採訪藏麗蘋的那個下午，她剛把五個孩子
送到學校，採訪結束後她又馬不停蹄地接孩子們放學

並準備晚飯。在旁人看來，藏麗蘋能同時帶五個孩子，還是
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的殘疾兒童，這是難以想像的。但她卻
說，自己跟普通父母無異，唯一不同的是她的孩子們身份特
殊，她要付出更多心力。

不忍心：堅持當殘障童媽媽
2013年第一次來到兒童福利院時的情景，藏麗蘋始終記

得。「我老家定遠的一個朋友在這裏當愛心媽媽，我就想過來
看看。」藏麗蘋不曾想，這一看便從此牽住了她的心。「這些
孩子太可憐了，他們太渴望有自己的爸爸媽媽了。」她看着於
心不忍，心疼得想哭。當她第二次來看孩子們的時候，有兩個
孩子看到她喊了一聲「媽媽」，那一刻，藏麗蘋的內心就堅定
了。福利院要求代養者具備雙親家庭條件，她與丈夫溝通後，
得到了對方的支持。
那年藏麗蘋44歲，已將一雙兒女養大的她有着相對豐富的
育兒經驗。然而，當院領導將分別患有唇顎裂、自閉症、唐氏
綜合症等病症的五個孩子帶到藏麗蘋面前時，她還是下意識地
癱坐在床上。
「手忙腳亂，真不知從何下手。」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幾
個孩子中最小的3歲多，最大的11歲，因為殘疾，他們的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做飯、餵飯、吃藥、換尿布、洗衣服……一天下
來，藏麗蘋沒有一刻空閒。「太累了，每天幹得腰酸背痛，都
快堅持不下去了，自己偷偷哭過好幾次。」丈夫和兒女不斷鼓
勵她再試試。看着孩子們跟自己逐漸熟悉，還會抱着她的腿喊
着媽媽，藏麗蘋暗下決心要堅持。

不嫌煩：備餐兩小時保營養
由於每個孩子都患有多種疾病，所以藏麗蘋格外注重他
們的飲食和健康，一日三餐和水果點心，她都精心安排。
每天早上5點40分，藏麗蘋和丈夫就會起床，洗漱過
後開始準備早飯。除了必備的雞蛋和牛奶，豆漿、八寶
粥、肉包子等她也是每天換着給孩子們吃。孩子們8點
50分上學以後，藏麗蘋收拾完就開始準備午飯，確保
葷素搭配、營養均衡。每天藏麗蘋花費在做飯上的時
間都是最長的，特別是中飯和晚飯，一頓飯就要準備
接近兩個小時。
「大運（化名）是唐氏綜合症，來的時候連咀嚼都
不會，江江（化名）是唇顎裂，嘴巴張不開。」藏麗
蘋表示，考慮到孩子們的情況，她會把麵條煮得更軟
爛，食材切得更細碎，各種肉類也會做得便於咀
嚼。最初五個孩子都要餵飯，冬天飯菜涼得快，她
就兩個兩個餵。大運不會咀嚼，她就一點一點示
範，做各種骨頭湯、麵糊等易吞嚥的飯給他吃。隨
着這幾年不斷的教導，現在除了一個孩子生理原因
還不能自己吃飯外，連年齡最小的夢夢（化名）都可
以自己吃飯了。

不後悔：七年養八得比失多
提到在福利院當愛心媽媽的這幾年，藏麗蘋最感謝
的就是家人的支持。藏麗蘋與丈夫之前在老家開品
牌服裝店，十幾年下來積累了不少老客戶。當時為
了支持藏麗蘋的工作，丈夫把服裝和門面都轉讓
了，並在福利院附近找了工作，晚上下班就幫她打
掃衞生、給孩子們洗澡等。藏麗蘋感嘆，這麼多年
她沒有時間孝敬長輩，不能陪伴在自己的兒女身邊，
原來的朋友也很少能聚在一起，每天大大小小的事忙
起來更沒有自己的時間，但是，家人和朋友離得開她，
這五個孩子卻離不開她。
「雖然自己失去很多，但我收穫了八個子女。」藏麗蘋
笑着說。到家後孩子們會大喊一聲「媽」；她從外面回來
孩子們會第一時間跑過來抱着她；看着孩子們學會了自己
吃飯、學會了自己穿衣服、學會了禮貌待人，並逐漸學會
生活自理等等，藏麗蘋都特別有成就感。她還介紹，當年剛
來家中連碰都不讓碰的夢夢，現在跟自己特別親，她不僅學
會了自己大小便，還會自己吃飯，幫忙做些家務。在福利院
的這幾年，酸甜苦辣皆有，藏麗蘋說自己不後悔這個選擇，
她更希望可以陪伴孩子們到18歲，成年後迎接新的人生。

愛

踐行雙親養育
給孤兒溫暖家

七年前，在安徽省合肥市兒童福利院第一眼看到那些孤

棄兒童時，藏麗蘋就心酸地流下了淚，孩子們對家的渴望

和喊出的那聲「媽媽」，都深深戳中了她內心最柔軟的深

處。從此，她加入了「愛心媽媽」的團隊，盡全力給這些

孩子家的溫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合肥報道

自合肥市兒童福利院2001年首次推出「雙親家庭養
育模式」的寄養家庭項目至今，已有十幾對愛心夫妻成
為這裏孤棄兒童的父母，陪伴他們一同成長。目前，福
利院共有13個愛心媽媽，65個孩子得以走進家庭。兒
童福利院副院長衛志慧接受採訪時表示，經過近20年
的嘗試，雙親養育相比集體供養模式，可以給孤棄兒童
提供更穩固的情感關係，同時家庭養育無論從飲食營養
還是情感認知等方面，都更適合孩子身心健康發展。目

前福利院18歲以下的孩子有兩百多名，但由於愛心媽媽很難招聘，想要
實現所有孩子都通過「雙親家庭養育」模式成長，短期內還難以實現。

幾犧牲個人 待遇待提升
衛志慧透露，招聘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福利院現有的孩子
不僅殘疾比例高，而且殘疾程度也偏高，很多無法通過醫療手段治
癒，因此媽媽們在養育的過程中難度會增加。同時，媽媽們除了確保
喜歡孩子，有細心、耐心和愛心以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
花在孩子身上，根本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長輩和子女，甚至要放
棄個人生活，這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衛志慧表示，愛心媽媽們公益的成分較多，每月只有愛心
基金會3,000元的補貼，若待遇能提升，或許招聘難度會
有所降低。採訪時，衛志慧亦希望通過媒體的報

道，能有更多喜歡孩子的愛心媽媽有機
會走進福利院。

心媽媽媽

雙親家庭養育模式：穩健家園助成長

最矛盾的痛：
孩子被領養

代養半義務
招聘難度高

2001 年 11 月 8 日，合
肥市兒童福利院在學習
借鑒天津 SOS 村單親家

庭養育模式的基礎上，全國首創機構形
態下的雙親家庭養育模式——「陽光
村」，2009年又進一步發展成為「陽光
家園」寄養家庭項目，規定一對愛心父

母可以代養 5 名孤棄兒童，家庭自主安
排孩子的生活，由福利院提供包括住
房、房內設施、孩子的教育康復場所等
在內的硬件設施，和提供孩子們的伙
食、醫療、教育和服裝被褥等生活經
費，同時安排一名項目顧問負責各個家
庭的日常工作進行指導。其宗旨在於給

孤棄兒童營造一個穩定的、溫馨的家庭
生活氛圍，讓他們充分享受到父母之愛
和手足之情，進一步促進孩子們身心健
康發展，為順利回歸社會奠定了良好基
礎。2007年該模式被民政部列為典型經
驗在第三屆全國兒童福利院院長論壇會
上交流，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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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麗蘋每天將家
中打掃得乾淨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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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兒童福利院副院長衛福利院副院長衛
志慧介紹志慧介紹愛心媽媽的情愛心媽媽的情
況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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