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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省流浪乞讨救助指导中心

“我省成立流浪乞讨救助指导中心，

专门负责指导开展全省流浪未成年人和

城乡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相关救助

工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

进处处长高光权介绍说，这也

是我省首次成立这样的救助指

导中心。

据介绍，新成立的省流浪

乞讨救助指导中心负责跨省流

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衔接和本省

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协调。

此外，省民政厅将组织开

展“寒冬送暖”集中救助专项行

动，以车站码头、繁华地区、地

下通道、桥梁涵洞等生活无着

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为重

点；开展关爱型救助，做好“接

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确

保今年底前基本实现城市街面

无流浪未成年人。

开通24小时救助电话

据了解，我省即日起向社会公布各个地

市救助站的救助电话，全部24小时开通，

有需要救助的人员以及普通市民发现需要

救助的人员均可以拨打相关电话求助。

全省救助电话：

合肥市救助站：0551-5668279；

淮北市救助站：0561-3112203；

亳州市救助站：0558-5119691；

宿州市救助站：0557-3708702；

蚌埠市救助站：0552-3715282；

阜阳市救助站：0558-2567541；

淮南市救助站：0554-5677584；

滁州市救助站：0550-3164907；

六安市救助站：0564-3962660；

马鞍山市救助站：0555-2472736；

芜湖市救助站：0553-2910222；

宣城市救助站：0563-3022065；

铜陵市救助站：0562-5813820；

池州市救助站：0566-2022460；

安庆市救助站：0556-5396097；

黄山市救助站：0559-2595206；

巢湖市救助站：0565-2624463；

界首市救助站：0558-4896000；

明光市救助站：0550-8039811；

天长市救助站：13605506006；

桐城市救助站：0556-6135544。

合肥未保中心明年投入使用

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处

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合肥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明年投入使用。

据介绍，全省未保中心最大的有200

多张床位，最小的有30张床位。工作人

员表示，除了优质的硬件设施，在建的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更要给流浪儿童提

供人性化的关怀和救助。将建有文体活

动房、电教室、诊疗室、心理疏导房、康复

室。不仅能给受伤的儿童提供治疗，还能

让流浪儿童在这里学习文化知识。

合肥流浪儿生活现状调查

他们多来自皖西北、河南农村
不想回家，更喜欢城市的繁华

不想回家，更喜欢城市

“你想家吗？想爸爸妈妈吗？”

“我想爸爸妈妈，但我不想回家。家

里什么好吃的都没有，也没有好玩

的。还是这里（淮河路步行街）好，

这里好漂亮，好热闹。你看，那边几

个人正在打气球，还有那边，他们卖的小

玩具多有趣。要是回家了都看不到了。”7

岁的卖花男孩秦岭（化名）告诉记者，他在

这里只要认真卖花，至少每顿饭都可以吃

饱，街上偶尔还会有好心人给他们一些好

吃的零食。

在安徽大市场附近，记者碰到了正在

拾荒的小亮（化名）、小涛（化名）哥俩，也

问了相同的问题。“没想过回家，爸爸妈妈

都不知道去哪了，奶奶带我们在这里过日

子，反正现在也能吃饱肚子，老家啥都没

有，还回去干什么？”

调查采访中，多数孩子对老家的生活

状况表示不满意，宁可在城市流浪讨生

活，也认为比在老家好得多。

没听说过救助站，也不想被救助

崇伟（化名），12岁，外号“大侠”，经常

在五里墩立交桥下活动。自小生活在河

北农村老家，读完小学后，听说“外面”挣

钱多，就随同村人去了上海，在上海呆了2

年后，来到合肥打工，但因年纪太小，一直

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在合肥认识了三五

个“好友”，在五里墩立交桥下“定居”，并

在附近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白天与朋

友们一起找个安静的地方睡觉，夜晚才出

来捡破烂等。

用他的话说：“流浪儿，也要有面子

啊。”等几人一起把钱凑一起时，他们就会

从附近小店买点熟食，买点饮料……

“你们生活得那么艰苦，为什么不去

救助站？”昨日，记者问崇伟，他的回答却

让记者很吃惊：“没听说过救助站，也不想

被救助，我们要靠自己生活，等我们几个

长大了，会当老板的。”

崇伟告诉记者，自己过惯了流浪生

活，也不愿学习或者被人管束，就是期盼

着早点长大。

省民政厅公布全省各地市24小时救助电话

确保年底前基本实现街面无流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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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来自皖西北、河南等地

“我老家在六安寿县，你知道

那里吧！”“我们是从河南郑州中牟

县一路卖唱来到合肥的。”“我是从

河南信阳来的。”“我们家在阜南县

洪河桥镇。”……

记者调查发现，几天来调查受访的流

浪儿童多来自皖西、皖北、以及河南等地

农村。他们均表示因为家里太穷，吃不

饱、穿不暖才外出流浪。

为什么会选择来合肥？很多孩子表

示他们对合肥也没什么具体概念，只是听

说这里人比较多，离老家也不是特别远。

还有的孩子则是完全没有目的，到哪算

哪，就来到这里。

对于以后，大多数孩子根本没有任何

考虑，他们也不知道是继续留在这里，还

是会去别的城市。

随父母亲人流浪，或受人操控

在几天的采访调查过程中，记者并未

在合肥街头发现类似贵州毕节5名闷死

男孩那样完全“无依无靠”的流浪儿。他

们的情况大致分成两类。

一类是随父母和亲人被迫外出流

浪。11月18日中午，在合肥市舒城路一

个馄饨摊前，2岁流浪儿童宝宝（昵称）的

父母告诉记者，他们都是盲人，在老家无

力谋生，只得带着宝宝一路卖唱来到合

肥。“今天运气不错，上午收入了十几块

钱，全家能来这里吃一碗馄饨。老家也没

有别的可以托付的亲人了，不然谁愿意带

着孩子在外面遭罪。”

还有一类可能是受到成年人操控变

成赚钱工具。11月19日下午，在合肥市

淮河路步行街，卖花女童珠珠（化名）对记

者说，她是跟随姐姐来这里卖花的。“我卖

花的钱都要交给姐姐，姐姐还要把钱交给

几个叔叔。那几个叔叔是管着我们的，他

们管我们吃喝，我们住的就是他们家。但

我们要是偷懒卖的花少，或者偷偷把钱花

了，被他们知道就会被打被骂。”

居无定所，桥洞、街头为家

从18日开始，记者在合肥共发现了

10余个流浪儿童。

在几日的交往中，记者渐渐与几个孩

子成为“哥们”。人熟了，啥都好说，与他

们交谈中，记者发现，他们基本没有自己

的经济来源，吃饭仅靠乞讨或是捡剩菜剩

饭。

刘民（化名），今年11岁，他自称自己

是“老合肥”了，来此“混日子”已有4年，

目前居住在合肥蒙城路桥下。这几年，他

没有“受制于人”，全靠自己谋生。

“白天，就去捡废品卖，换点‘小钱’吃

饭，有时也会去餐馆捡些‘好的’填肚子”，

刘民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大排档是“兄

弟们”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只要天气好，一

般情况下都会过去转转，搞不好会有“意

外收获”。而对于这些“收获”，小刘民却

笑笑地看着记者不说话……记者也没有

多说些什么，只是提醒一下：“别做违法

事”。“不会的。”刘民斩钉截铁地回答

道。

“那你天天睡哪里？”在听到记者这

一问题时，刘民“英雄”一般回答道：“四海

为家”。据悉，到了晚上，刘民这部分未被

控制的流浪儿童要么去找涵洞、桥墩底

下、街头这些地方睡觉，要么就去黑网吧

上网。

昨日，星报《冬天里，三个卖花小孩
的一天》一文，揭开了合肥流浪儿生活现
状调查的开始。这几日，记者走上街头、
桥下、地下通道……夜幕寻人。在与这
些流浪儿童近距离接触时，可以深深地
体会他们“闯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记者 祝亮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程兆/图

昨日下午，省民政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我省对于流浪未成年人和城乡生活无

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相关政策及举措，

并公布全省各地市救助站24小时救助电

话，有需要救助的人员以及普通市民发现

需要救助的人员均可以拨打相关电话求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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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翔 记者 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