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以上情形，安徽皖都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程东林律师也有自己的认识。

程律师告诉记者，个人收留流浪乞讨人

员，尤其是精神或智力不健全等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员，只要是出于爱心慈善的目的，

并无不妥之处，但应当取得相应监护人的同

意，如果无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可以向当

地派出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报告。

“政府对救助工作负有不容推辞的责任，

应有专项资金和人员来实施。”程律师表示，

除了强化救助、监管等责任外，还需要鼓励非

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等介入社会救助工作。

另外，还要完善福利制度，要细分到残障人

士、孤儿等，这样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

程律师还提醒道，智障人士流浪在外、

失去监护，很容易沦为黑心工厂牟利的“奴

工”。所以，有关部门要完善相关管理监督

机制。 夏柳平 记者 刘海泉 文/图

流浪难道是
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不孬，我们都是苦命的人，不偷不抢，我们需要安静的生活。”面对质疑，带头的“王孬子”回应。

他们聚集，为了安全和温暖，他们平静，满含辛酸和无奈。

对于这个特殊的队伍，该不该管？谁来管？应该怎么管？未来，他们又开赴何方？

然而记者却没有找到答案。

“据我了解，他（王孬子）是江西彭泽

人，好像是莲云乡的。但是祖籍是在宿松

木梓村，祖辈、父辈都曾在我们这里生活，

后来才去的彭泽。现在他在木梓没有亲人

了。”22日，宿松县木梓村支部书记王镇东

告诉记者，“他应该是不大正常，有时候来

木梓落脚，也是带着一群智障人，但都不是

本地人。对待他们，我们也很头疼，但是他

们也没有侵害到别人。”

连日的查访，记者还了解到，近两年的

流浪生涯中，“智障部队”人数时多时少，变

化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生存的方式。

家住宿松县城的夏先生，很早就注

意到王孬子这群人，“我也暗中观察过

很多次，没有发现打骂的情况，他们早

出晚归的，尽管看上去很可怜，但很平

静。”

“跟着一群人，总比独自一个人更安

全，更感觉温暖些。”夏先生总结说，聚集着

流浪，也许对这些无家可归的智障人来说，

是目前较为理想的生存方式。

查证：
聚集是为了安全与温暖

随后，记者来到宿松县公安局，在全国

人口系统里，根据王孬子自称的姓名查询，

无论在宿松还是彭泽，都没有查到他的任

何信息。

“在宿松提起王孬子，很多人都知

道。但是群众的质疑，也都是猜测。一

旦我们发现，或者接到群众举报，他有拐

卖妇女，或者扰乱社会治安等违法行为，

肯定会调查。”宿松县公安局一位孙姓警

官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又将此事反映给了宿松县

民政部门。

“宿松目前还没有流浪人员救助站。

即使有，那也是针对有行为能力的人申请

求助。对这些智残流浪人员，我们也没办

法，只能找市容城管执法部门解决。”该县民

政局办公室一名姓唐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接着，记者电话联系了宿松县城管执

法部门，一位姓陈的主任说，“这事我们想

管也管不了。管起来后，又把他们往哪里

送？赶了来，来了赶，没有用啊！”

反思：
管理犯难，流浪还将继续

律师：
政府有责任救助
社会应积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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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流浪队伍中还有两只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