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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他们离开的方向，记者从一个不

足一米宽的巷口，来到了隐蔽的城中村。

记者找到了在城中村内开小杂货店的一

位中年男子，该男子称这些房子是他出租

给这些流浪人员的。攀谈中他向记者提

供了一条线索：离小房子不远的一个四楼

上面住了7个“要钱”的孩子。

根据该男子所说的地点，记者随后来

到了这栋4层的建筑面前。眼前的这栋房

子几乎成了“空壳”，窗口已经被拆走，过道

边全是散落的垃圾，屋顶上的渗水直往下

滴，屋前屋后全是散落的建筑垃圾。

记者来到四楼时，迎接记者的却是一

个衣着整齐的中年妇女。当记者说明来

意时，她告诉记者，自己是为了孩子上学

临时住在这里的，但是她知道一楼的空房

子里曾住了很多要钱的小孩。

在这位姓裴的女子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了一楼的一个废弃的房间内，这里遗留

了曾有很多人居住的痕迹：窗户被一个大

纸板挡着一半，屋内散落着发黑的糖纸、

啤酒瓶、烂衣服和发黑的尼龙袋。“住在这

里的那个女的家里有7个小孩，大的接近

20岁了，小的才四五个月。”裴女士告诉记

者，这户人家来自阜阳，可能是因为“超

生”，家长带着小孩到合肥来乞讨。

屋前屋后垃圾丛生，屋内脏乱不堪

星报调查

乞讨儿童身染恶习，流落城中村
专家呼吁，儿童长期流浪乞讨要追究“幕后家长”的责任

记者手记

让流浪乞讨儿童
有个温暖的家

寒冬腊月，繁华的人群中时常会出

现一群抱腿要钱的儿童。给与不给时常

会成为一种尴尬，凝望那双渴望的眼神

和发黑的小手，我们心生同情又夹杂着

气愤：是谁将这群稚嫩的孩子推向漫长

的乞讨路？

原来在不远处有一双罪恶的大手，

指示、教唆、甚至恐吓……

那么，是谁让这些流浪乞讨儿童伫

立寒风，远离温暖？父母、家庭还是社

会？我们在谴责那些为了利益而泯灭良

知的“幕后遥控者”时，更应反思该如何

建立一个遏制儿童乞讨的长效机制。

其实遏制这种现象，仅仅靠几个人的

力量是无法解决的，政府和整个社会必须

肩负起这一责任，职能部门该出手时就要

出手，向那些操纵、控制流浪乞讨儿童的

不法分子施以“重棒”。

曾有学者认为，流浪儿童救助制度

应考虑与福利制度进行衔接，将救助中

心与福利院进行挂钩，让不能回家的孩

子有个归宿，让流浪孩子的笑容从心里

淌出来。

同时，也有市民认为，在献爱心、帮

助弱者的同时，也应该多留个心眼，因为

盲目的施善有时候助长流浪乞讨现象。

毕竟施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更容

易让“操纵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

挣钱捷径。 （何曙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乞讨的孩子大都随同“父母”来自五湖四海，在无

知和无奈中，成了贪婪“父母”的摇钱树。他们不仅生活环境很差，过早地承担着

不应有的压力，而且还经常受到“父母”的虐待，无法正常地拥有家庭的温暖，如

此长久下去，他们的现在、未来怎能不让人担忧？记者 李尚辉 何曙光 文/图

“他们家的孩子主要在步行街、火车

站一带要饭。”裴女士说，其实这一家的收

入还是蛮高的，但是由于对生活不讲究，

孩子们头发都结了球，让人感觉很可怜。

对于“收入较高”一说，该城中村的另

外一位知情人也向记者透露，每个小孩一

天至少能要50元以上，甚至还出现拾荒者

“向邻居借小孩出去要饭”的情况。“她们

身上背的有的是自己的孩子、有的是亲戚

家的孩子，平时也不太亏待孩子，只是教

育上跟不上。”该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些妇

女会叫孩子们说谎：当别人问自己是哪里

人，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个假地方。

“每天早上四五点可能就出去了，晚

上到9点多以后才回来。”城中村的一位中

年男子向记者透露，有一天早晨，他5点钟

出门准备到外地亲戚家办事，发现大约几

十个小孩在大人们的带领下出门乞讨。

“平时这些孩子回来得也晚，夜里回

来是正常事。”该男子说，这些家长很少让

孩子们和其他陌生人讲话，而且这里原先

居住的好多房东也比较排斥他们。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孩子到了

上小学的阶段，大人们就会让其回到老

家读书，目前的居住条件很差，有时候会

出现“120元的一间房屋住上几十人”的

情况。

一天能要50元，有人借小孩去要饭

“这里曾住着上百个要饭的孩子！”记

者在即将离开城中村时，附近一位居民向

记者透露，这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曾居住

着近百个流浪儿童，由于拆迁，搬走了一部

分，这些孩子有的是上街乞讨，小一点的孩

子父母背着在路口向过往车辆司机乞讨。

记者走进一看，这些不足3米高的小房子

已经锁住，屋顶上盖满了破碎的石棉瓦，屋

前污水横流。

“有的是阜阳的，有的是河南的，还有

甘肃的！”该居民告诉记者，这些孩子身上

都有一些恶习，如喜欢打架，甚至偷盗。

“平时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就是

馒头、榨菜、方便面，营养根本跟不上，一个

个瘦得跟猴一样。”居民还告诉记者，但也

有时候，如果他们那天收入比较高，孩子们

会和大人们一起加餐。

近百儿童曾住城中村，大多身染恶习

幼小的孩子应该享受着父母的爱和

温暖，相反，这群乞讨的孩子不但享受不

了这种爱和温暖，反而还要乞讨养活贪婪

的父母。那么，这是不是一种侵害孩子权

益的行为呢？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省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王开玉。

王开玉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和监护人，父母的天性应该是和对孩子的

爱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作为父母最基本

的品格。在社会的转型中，问题很多，那

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些孩子就越需要

父母的爱。父母放弃对孩子的教育，让孩

子上街乞讨这种做法，不仅丧失了道德，

也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而作为政府

部门，要有很多措施跟上，而不应当由于

家长的过错而放弃对孩子的关心。应当

追究这些家长的责任，对其进行教育。

社会学家：孩子的权益应当受到保护

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教师

汪祝华。汪祝华老师说，幼儿在孩提时代

被大人作为“赚钱工具”在大街上乞讨的

现象时常见诸报端，但是深挖并分析该现

象的报道并不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相比较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儿童，这类儿

童心理明显缺少阳光，成人教会他们的只

是乞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样就给他

们将来的与他人正常的交往造成障碍。”

“这些孩子身处特殊的生长生活环

境，他们既是自身权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

青少年群体，也是最容易产生违法犯罪行

为的群体，需要全社会重点关注。社会思

想环境的变化，仅靠过去单一的收留或物

质救助难以帮助他们回到生活正轨中来，

这就需要一种物质救助与心理救助相结

合的方法，多层次人士共同参与的帮助教

育机制。”汪祝华告诉记者，这类孩子由于

长期在街头流浪，失去了正常与人交流的

机会，使得他们没有正常的同伴意识，会

造成其性格上形成障碍。另外，还有一些

诸如饮食、健康等其他隐形因素的缺少，

也会给孩子们造成不良的影响。

心理老师:儿童长期流浪会形成性格障碍

知情人称这间屋里曾住着7个乞讨小孩

乞讨儿童曾聚集在将拆迁的城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