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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六一特刊

这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这里有 220 多

个孩子，98% 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唇

腭裂、脑瘫、唐氏综合征等疾病。为这些孩子

提供一个温暖的家，是每位“家长”的目标。这

个特殊的大家庭就是宝鸡市儿童福利院。

走进市儿童福利院，新建的大楼宽敞明

亮，儿童居室、治疗室、配餐室、语训室、音乐舞

蹈室、特教室、康复室、水疗室、标准化的学生

公寓应有尽有，这里环境幽雅，各种设施齐全。

在这里，工作人员把每个孩子都当成自己

的孩子对待，对他们爱护有加。老师则按照百

家姓给每个孩子排序取名，并精心准备了《成

长记录册》，“什么时间来的？什么时间长出第

一颗牙？什么时间学说的第一句话？”孩子

成长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为了让这里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温

暖，市儿童福利院于 2011 年探索出新

的养育模式——“类家庭式养育模

式”，他们面向社会招聘了 15 对夫妻，

做孩子们的“爱心爸妈”，每一对夫妻

与 4至 6个病情稳定的孩子组建家庭，

每个家庭拥有一套 140 平方米的大房

子。每天，“妈妈”要买菜、做饭、干家务，

并按点接送孩子上下学，“爸爸”则在外

上班，晚上回家陪伴孩子。

2013 年，张亚莉通过筛选成为一名“爱

心妈妈”，她有 4 个孩子，其中 3 个孩子因患

有脑瘫，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特别是老二，

不知道自己的五官在哪里，一刷牙就拿着牙

刷到处乱蹭。为此，张亚莉拉着老二的手让他

对着镜子认五官，手把手地教，用了 3 年时间

孩子终于学会了刷牙。善良的张亚莉把 4 个

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大

量的心血。张亚莉还制定了各种“培养计划”，

想尽办法给孩子们调整饮食、营养配餐。为了

使孩子们能够走路，她一有时间就给他们拉

筋、按摩、翻身，一圈下来，胳膊酸得抬都抬不

起来。6 年时间过去了，

每当孩子们叫出“妈妈”

时，张亚莉都会流下欣

慰的泪水。

照顾好这些孩子

很重要，让他们接受

教育同样重要。市儿

童福利院根据每个孩

子的身体状况

和智力程度，实行分类式教育，对 0-6 岁孩子

进行认知教育、生活教育、语言训练、运动训

练；为 6 名适龄孩子联系学校，并在院内成立

渭滨区培智教育中心分校，为全院 6 岁以上、

能接受特殊教育的 38 名学生注册学籍，纳入

教育系统统一管理。

在医疗和康复方面，市儿童福利院为每

个孩子建立了“健康档案”，院里的卫生室每

天还会查房，若孩子生病，医务人员会及时会

诊治疗，病情严重的会第一时间送往各级合

作医院救治。

近年来，市儿童福利院将服务对象由院

内拓展到院外，开展了“孤残儿童康复手术明

天计划”项目，为 200 多名孤残儿童进行手术

矫治；充分发挥全国脑瘫儿童康复示范基地

作用，对周边福利机构的脑瘫儿童进行康复

训练和治疗；2014 年 8 月，市儿童福利院与

市残联协作，面向社会开展脑瘫儿童康复治

疗项目，截至目前已为 180 名贫困家庭脑瘫

儿童开展了免费康复治疗。扎实的工作，使得

市儿童福利院先后获得了全国巾帼文明岗、

全国青少年维权岗、陕西省文明单位标兵等

众多荣誉。

如何发挥社会力量，

帮助需要救助的儿童摆脱困境？近年来，市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通过“打包”购买社会

机构服务的方式，对辖区内的困境儿童和服刑

人员子女进行“危机介入、早期预防、源头干预”，

蹚出了一条“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

方参与”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新路子。

“阿姨，过年好！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在上海挺

好的，有机会一定要来上海，我带你们好好转转。” 

今年 2 月 14 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副主任杨

珺收到小刚（化名）的微信。

看着这简单的几句话，杨珺心里暖暖的。2013

年底的一天，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接到妇联的

电话称，13 岁的小刚家住硖石镇，父亲去世，母亲患

有精神类疾病，哥哥常年在外打工，姑姑家负担太重

无法继续抚养他，小刚的生活一时没了着落。得知情

况后，中心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小刚家走访调查，确认

情况属实后把他接了过来。   

从此，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就成了小刚的

家，这里的工作人员则成了小刚的家人，除了承担小

刚的吃穿用度外，中心还给他联系好学校。每天，小刚

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回家，转眼 4年时间过去了，高

中毕业的小刚在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前往上海学

习制作西点，2018 年他还顺利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谢谢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家人们，是你们

给了我希望，让我对未来满怀信心。”对中心的工

作人员，小刚充满了感激。

其实，小刚只是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救助的众多困境儿童中的一个。截至目前，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救助困境儿童13945名，

200个孩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实现就业。

早在 1997 年，我市就成立了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为了提供更加完善和专业

的服务，2012 年，市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与宝鸡新星流

浪儿童援助中心签署协

议，采取购买社会机构

服务的形式，让专业

团队驻站，为身处

困境的儿童提供

24 小时生活教育、

心理支持、医疗救

助、早期干预等专

业服务。中心免费

为专业服务团队提

供工作场所、配备必

要的硬件设施，并投入

大量资金设立心理咨询、

音乐治疗、康复等 20 个工

作岗位。通过购买服务，将过去

单一的救助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心理疏导等方

面，给孩子们带来了更为完善的服务。2016 年，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被团中央、民政部授予“全国青

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

此外，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不断扩大服务

范围。近年来，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山区、社区、学校等

地，为父母去世、服刑、智障、残疾、患有慢性疾病及

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提供物资援助、安全教育、心

理疏导等，帮助孩子摆脱困境。据了解，截至目前，中

心每年固定帮扶的孩子有 300 名，登记在册的跟踪

服务儿童 240 余名。

5月 24 日，放学铃一响，尚婷云和往常

一样带着 36 名留守儿童，一起走向千阳县

南寨镇闫家村的“儿童成长家园”。身为南寨

镇中心小学教师的她，3 年来一直利用课

余时间义务为留守儿童辅导作业、教舞蹈，

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2016 年，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的“儿童

成长家园”建成后，村上领导班子与学校沟

通，准备派几名住校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为孩

子上课、辅导作业。尚婷云和学校的其他三

位老师得知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他们每

周一、三、五下午一放学就前往“儿童成长家

园”为孩子辅导作业，教孩子跳舞、绘画、书

法等。即便是周末和寒暑假期间，只要孩子

们有需求，他们都会赶来上课。

“在‘儿童成长家园’给孩子们上课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孩子们给我带来了无尽

的欢乐，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在教知识的同

时，陪伴孩子快乐成长。”谈及这些可爱的孩

子，尚婷云充满欢喜。

为全面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配合，校

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的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体系，不断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

2016年起，千阳县相关部门通过整合各方资

源，在留守儿童集中、数量多的村、社区建立

了“儿童成长家园”，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建设

了 8 所 农

村（社区）“儿童

成长家园”。他们还邀请

小学老师及民间老艺人、志愿者给孩子辅导

作业，教面艺制作、剪纸、书画、手工等。特别

是每年寒暑假，还会针对留守儿童的身心特

点和假期学习成长需要，围绕品德教育、能力

培养、课业辅导和才艺训练等方面开展心理

健康辅导、安全知识教育、生活能力训练、才

艺展示等众多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学习、

娱乐、教育、卫生和心理咨询等服务。 

如今，千阳县打造的“儿童成长家园”

已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

作的一个样板。他们的经验先后被《中国民

政》《陕西民政》等杂志宣传报道，并在今年

召开的全省民政工作会上做交流发言。

闫家村一组的张斌峰和妻子常年在外

打工，10岁的女儿在南寨镇中心小学上学，

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照顾，辅导孩子的作业

让爷爷奶奶最为头疼。2016 年，村上建起

了“儿童成长家园”，孩子每天放学和周末都

在那里写作业、做手工、学画画。“我们常年

在外打工根本顾不上孩子，老人辅导孩子学

习也力不从心，‘儿童成长家园’让问题迎刃

而解，把孩子放到那里，我一百个放心。”张

斌峰感慨地说。

市儿童福利院：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千阳县“儿童成长家园”：

让留守儿童
快乐成长

特别的    给特别的你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困境儿童的避风港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

民政局获悉，全市民政系统

多措并举加强我市儿童福利

及权益保护工作，共建设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11 所，

实现了市、县全覆盖。

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

通过建立儿童生活基本保障

制度、实施儿童救治康复服

务项目等，切实做好儿童福

利及保护工作。他们建立了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和监护人

补贴制度，出台孤儿接受高

等教育在校期间可享受生活

补助、学费资助和就业资助

等一系列措施，并明确弃婴

（弃童）送儿童机构收养程

序，规范弃婴接收、体检、户

籍登记和抚育等政策措施。

此外，加快儿童福利服务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全市建

设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11

所，实现市、县全覆盖。

与此同时，我市民政部

门还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建立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联

席会议制度”，以及“党政领

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上

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开展了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基

础数据摸底排查工作，建立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工

作台账，并启动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

系统，加强数据统计力度。建

立了市、县、镇（街）、村（社

区）四级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关爱保护督导网络，

从心理、行为、学习、生活等

方面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提供援助。

爱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我市民政部门始终
坚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的理念，出台各项保障措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探索形
成了“类家庭式养育模式”“儿童成长家园”和让社会服务机构参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等一系
列宝贵经验，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邵菲菲采写、拍摄）

“爱心妈妈”带孩子赏秋景

老师教孩子做手工

康复师给孩子做理疗

“爱心爸妈”带孩子们外出玩耍

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了礼物

志愿者和孩子们

开展小组活动

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

孩子们在“儿童成长家园”里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