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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說，叔叔阿姨對他很好，他不會再亂跑了 

   

龍眼樹上拴著的簡易秋千前後搖擺，一旁的竹風鈴隨風搖曳，樹蔭下的蹺蹺板還在微微

晃動。教室里，還沒做完作業的流浪兒童小梅，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外頭︰“林老師帶同伴們

去巡山了。巡山可好玩了，還能摘草莓呢！” 

 

  這會兒，是昨日下午３時許。小梅呆著的院落，曾是一所廢棄小學，現在則成了泉州市

救助站“三毛之家”，專門收容安置被送到救助站的流浪兒童。 

 

  這是泉州市民政局首次嘗試借助香港民間慈善力量，來發展社會福利機構。從 2007 年 12

月起，2 對義工夫婦、1 名保安、1 名廚師和１名老師，帶著 6 個流浪小孩，在這棟 2 層樓房

里同吃同住，同學習同玩耍。 

 

  昨日，省民政廳福建省救助管理總站楊鐵軍站長，率隊到此調研。 

 

  兩層小樓一個家 

  這所“三毛之家”，坐落在洛陽羅溪鎮建興村，距泉州市區有 1 個多小時車程。選擇這

個地點，是香港義工李先生提議的︰“這些流浪兒童來自繁華的地方，很多不良習氣也是在

那兒學到的。與城市隔離，有利于他們重新培養好習慣。這個方法已經在香港實施２０多年

了。” 

  這幢 2 層樓房外帶一個籃球場，教室、辦公室、廚房、宿舍、禮堂、浴室廁所等基礎設

施一應俱全，男童、女童分開住在二樓，一樓則是學習活動的地方。每 天，孩子們在專業老

師的輔導下學習英語、數學、語文及課外知識。兩對義工夫婦則照顧孩子們的飲食起居，教

導孩子們基本的禮儀規矩。 

   

每周，孩子們都會在老師的帶領下“巡山”，每個月還會去市區轉轉。教室牆上貼滿孩

子們的照片和圖畫作品。江西籍流浪兒童小梅繪聲繪色地解說著︰“這是做環保活動，我們

拾煙頭時照的；這是過聖誕節，李阿姨做飯時照的，可惜那時候我還沒來。” 



 

流浪的小孩又重回課堂 

小“三毛”會四種語言 

  “我今天和小劉、小林做了蹺蹺板，我們很高興，我們做好了安全帶，而且我們不希望

李叔叔拆掉它。”來自四川的 12 歲男孩安安，在日記里寫著這麼一句話。 

 

  安安說，他被姑姑送到爸爸和後媽那里，後媽不要他，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他來到這兒。

這之前，他流浪了 1 年多，學會抽煙、偷東西和打架。剛到這半個月， 他很听話，但慢慢地，

又開始說髒話、打架，甚至偷跑過很多次。每次義工都去追，去鎮上的電子游戲廳里找。而

流浪的生活，還讓安安對別人缺乏信任感，他常常說︰“你是不是騙我啊？” 

 

  “流浪小孩就是孩子的外表、大人的心理。他們太懂得討好別人和爭取最大的權益。一

般來說，剛來時他們都會很乖，但半個月後就開始發泄心中的不安和憤怒。”在李先生看來，

這是好事。每次，他們都把“炸藥”脾氣的小孩慢慢感化，改掉他們的壞習慣。 

 

  現在，安安變了，他有朋友玩耍，有老師教他讀書，有義工夫婦疼他。由于義工來自香

港，保安、廚師是本地人，安安能听懂並說上幾句粵語和閩南話，安安還學英語。“加上四

川話，我現在能說 4 種語言呢！語文我比較好，大家都會請教我。數學就不行！”安安撓撓

頭，樂了。 

  香港義工帶來新理念 

  這些孩子，在義工陳先生看來︰“除了無條件的愛和耐心，還能怎麼做呢？” 

  這兩對義工夫婦都來自香港，做義工已經十幾年。李先生夫婦沒有孩子，在他們眼里，

這 6 個小“三毛”就是自己的孩子。義工們給這里帶來了一整套系統的救助機制和先進的教

育理念，沿用香港的救助做法，對兒童實施獎勵機制。 

 

  “做一件好事就蓋一個印，做了不好的事或者沒完成作業就會扣印。月底還能用印章換

東西！”小梅很得意地揚了揚手中的印章本，她剛來一個星期就攢了 90 多個印章，連好好上

課、按時睡覺都能蓋章。這些印章給她換回好幾包糖果和小玩具。 

 

  “在這樣的機制下，孩子們就會收斂壞脾氣，努力改正缺點。雖然還是帶一點功利色彩，

但這是最快改正流浪兒童壞習氣的方法。”李先生認為，“完全改造一個小孩至少需要 3 年

時間。”             (本報記者 林姿 謝向明 文/圖)〔來源︰海峽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