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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以来，阜阳市太和县居民徐艳

霞、项心亮夫妇先后收养了7名残疾弃婴，为了

照顾这些孩子，徐艳霞放弃了工作，扛起本不属

于她的责任，给了他们一个完整的家庭。

从“行行好”到亲情

“说心里话，一开始只想给孩子洗洗澡，并

没有想把孩子带回家……”徐艳霞说，2006年4

月 29 日，自己收养的第一个弃婴取名为“大

毛”，就在那一天大毛成为家里的一员。

据介绍，徐艳霞家住在太和县民政局大院

里，丈夫项心亮在太和县民政局工作，当听说

有个“小宝宝”放在民政局门口，徐艳霞就和女

儿莉莉走过去，看到一个婴儿被层层包裹，只有

一张小脸露在外面，虽然脸上满是被蚊虫叮咬

的疙瘩，但看上去挺精神，招来了很多人的围

观，但很快人群便散去了。

看着那些摇头议论走开的围观群众，女儿

莉莉拽着徐艳霞的手，央求地看着她，本来徐艳

霞是不愿意惹这样的麻烦事的。但女儿莉莉

说：“妈，咱不能行行好，把宝宝抱回家洗洗澡

吗？他的棉袄都脏了。”这一句话触动了她，徐

艳霞相信善有善报，更相信言传身教，如果她不

愿意“行好”，女儿将来可能也会学她的，徐艳霞

将孩子抱回了家，于是，徐艳霞和第一个弃婴大

毛结下了亲情。徐艳霞告诉记者，现在大毛已

经7岁，正在读幼儿园。

从“大毛”到七个孩子

“每抱回来一个之前，我都想着不会再抱

了，可是，在带大毛住院的日子里，又遇到了二

毛。二毛是一个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的男婴。“徐

艳霞说，大毛出院时，自己将这个男婴也抱回了

家，取名二毛。

徐艳霞告诉记者，当时自己的想法很简单：

大毛大概要一辈子坐轮椅的，二毛不过是唇腭

裂，可以手术治疗，以后可以照顾大毛。

就这样,目前徐艳霞已经收养了 7 名弃

婴。据了解，徐艳霞是名下岗工人，丈夫项心亮

在太和县民政局工作，家庭收入不高。

徐艳霞告诉记者，自大毛来到家后，接连收

养的7名弃婴都或患有唇裂，或身患残疾。光

是给孩子动手术、住院等花费了很多钱。如今

自己的孙子都已经4岁了，但没有时间照顾；女

儿大学刚毕业，工作需要一笔钱，也无力支付。

祈盼孩子长大，渴望社会理解

为保障7名弃婴的生活，民政部门每月为

每个孩子提供600元的补助，这招致一些人的

议论，个别人甚至质疑徐艳霞夫妇靠收养弃婴

赚取国家补助，这让徐艳霞听后心里很不是滋

味，她说：“今后再也不收养弃婴了，一是没有

经济支撑，二是听到别人非议，心里感觉挺难

受的”。

据了解，因为收养7名弃婴，开支增多，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直到今天，下岗多年的徐艳霞

还没有办理社保手续。当记者问到今后有什么

打算和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的未来时，徐艳霞

希望社会各界应该对弃婴多一些关爱与支持，

让他们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对于孩子的未来，

徐艳霞说，等我们管不了了，还有我的亲生儿

女，他们不会不管的，暂时也没有想这么远，现

在就是期盼孩子们能早点长大，一家人简简单

单、平平安安地生活。

探访 7年收养7名弃婴渴望社会理解

据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国范围内，目前省一级有独立的儿

童福利机构9家，地一级有独立的

儿童福利机构333家，县一级有独

立的儿童福利机构64家，800多家

社会福利机构设立了儿童部。但

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

会福利机构。

从我省范围内来看，因为我省

不提倡民间、个人开办孤儿院，目

前没有民间孤儿院，也没有官方与

民间合办的孤儿院。而此前广为

大家所知的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

孤儿院——阜阳市颍上县“王家玉

孤残儿童福利院”也已终结了“民

间”身份，搬迁新址并改名为“颍上

县社会儿童福利院”，颍上县民政

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此外，至 2012 年底，我省 61

个县已全部新建、改扩建一所设

施先进、功能完善的县级社会（儿

童）福利中心。但与此同时，国内

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福利机构

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近年来各

地福利机构探索家庭寄养方式，

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

长。民政部也提出，下一步将积

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

一步鼓励公民收养。

我省没有
民间孤儿院

现状

“孩子们冲我笑 我是他们的依靠”
星报记者探访安徽民间孤儿收养

1月 9日，国家民政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

成年人（即“孤儿”）61.5 万名，其

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

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

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

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那么，全国、安徽省目前的福

利机构现状是怎样的？孤儿们在

“爱心妈妈”、“爱心爸爸”家中的生

活又是怎样的呢？近日，记者走进

阜阳市太和县居民徐艳霞的家：7

年来，她和丈夫一共收养了7名残

疾弃婴。

记者：看到孩子既然都患有病症，

你为何还要收留?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徐艳霞：说心里话，当知道孩子有

缺陷的时候，没想过丢掉孩子，心里更

同情孩子了。心里就想，既然捡了他，

就不能再丢掉，那样的话，跟遗弃他的

父母有什么区别？所以……就一直养

在家里了。

记者：既然负担那么重,你为何还

要接二连三地把他们抱回家?

徐艳霞：确实很多人说我太傻了，

一些亲戚甚至当面这样说我。而且说

实话，每抱回来一个后，我都想着不会

再抱了。可是当看到那些被遗弃的孩

子时，我还是不能不管……孩子看着

我、冲我笑，我便觉得，我就是他的依

靠。

记者：这收养的 7 个孩子，靠你自

己能带得过来吗？

徐艳霞：带不过来的。本想让二

毛照顾大毛的，可是他被查出是乙肝

病毒携带者，我便将他寄养在亲戚家，

还有二妮都寄养了。有些人不知道原

因，以为亲戚被我感染了，都喜欢收养

弃婴。其实他们也是没办法，知道我

实在是带不过来了。

记者：有过什么委屈吗?想过放弃

吗?

徐艳霞：最苦的其实不是这个，而

是别人的不理解。有人说我收养弃婴

是因为有利可图。他们觉得不会有这

样的好人，什么好处也没，就养那么多

有病的孩子，再加之是民政局工作人

员的家属，他们认定是有好处的，所有

的苦加一块，都比不上这样的误解。

记者：你想过孩子的未来吗？会

不会送入福利院？或者有人领养，甚

至他们的亲生父母来认，你愿意吗？

徐艳霞：不会再让别人领养，那是

对孩子的二次伤害，我不会同意，也不

打算把他们送入福利院。如果他们的

亲生父母来找，我倒是愿意将孩子给

他们，孩子还是在亲娘身边好。关于

孩子的未来，我们管不了了，还有我亲

生儿女，他们不会不管的，现在就是期

盼孩子们能早点长大，一家人简简单

单、平平安安地生活。

对话

王佩永 记者 杨文艺 王涛 文/图

孩子们冲着我笑
我是他们的依靠

徐艳霞和她收养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