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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拐卖儿童”
话题不断，刑罚争论甚
嚣尘上。然而，我们身
边还有一群同样陷入
困境的孩子，他们或是
躲避父母离家出走，或
是外出打工没有着落，
继而流浪街头。

根据民政部日前
发布的《!"#$ 年社会
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去年各地救助流浪未
成年人 #% 万人次，提
升“吃穿住医行”保障
的同时，也遭遇一系列
瓶颈。

隐瞒信息，有家不
愿回；生活无着，没家
可以送；多次流浪，到
家又出走!!这些孩
子的回家路更艰难、更
漫长。如何甄别他们的
身份？怎样解开离家的
心结？能否达到救助的
初衷———送流浪儿回
家，是为了让他们不再
流浪。

对话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

别让流浪
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

! ! ! !从无家可归，到有家不回，未
成年人流浪是个“老大难”问题。
“别让流浪成为孩子的一种生

活方式。”流浪的根源何在？又该如
何根治？记者专访上海政法学院教
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
姚建龙。

家不成家
流浪成“艰难抉择”
记者"近年!未成年人流浪情

况发生变化!自发离家出走的比例

逐年上升!您认为这是为何所致"

姚建龙"我们经常说，家是停
泊的港湾，是温暖的依靠，尤其是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家庭、对
亲情都有非常深的依恋。那么，未
成年人为什么会选择离家出走？除
了受到诱骗或是教唆外，更主要、
更深层的原因，是家已经无法提供
应有的庇护、抚养、教育等功能。

被父母遗弃、虐待或者父母双
亡、离异、服刑、被强制隔离戒毒
等，是中国很多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的现状。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面对“家不成家”，流浪成为这些孩
子无奈而艰难的选择，正因如此，
导致“送了跑，跑了送”反复流浪成
了不得不直面的现象。

记者"这种情况下!送孩子回

家存在哪些困难"

姚建龙" 首先是身份不明，各
种原因导致难以甄别核查，找不到
家。其次有些孩子先天残疾或是轻

微犯罪，父母不愿接回。还有一种
特殊情况，是孩子对流浪地有了感
情，例如我遇到过一个孩子，救助
站帮他买好返乡车票，但他觉得已
经融入上海，就偷偷把车票退了换
成钱，继续留了下来。

特殊群体
救助需要“专业化”
记者"目前!针对流浪未成年

人!救助的流程与渠道是怎样的"

姚建龙"根据《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的意见》，公安机关、城管部门发现
流浪未成年人，应当护送到救助保
护机构。民政部门则要主动开展救
助，承担临时性的收容安置、照顾
教育和甄别送回的工作。

同时，也鼓励社区街道、居委
会等基层组织，劝告和引导流浪未
成年人向公安机关、救助保护机构
求助，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此
外，民间机构也是对政府救助非常
重要的补充和监督，应当给予一定
生存空间，并加以规范与指导。

记者"您认为!目前流浪未成

年人的救助工作现状如何"

姚建龙"这些年，各界对流浪
未成年人的重视不断提升，从政策
法规到执行配套均有所改进，各地
民政部门也有专门承担相关服务
的机构、人员和经费，并且做到与
成年人分开。

救助需要大爱。流浪乞讨儿童
经常伴有身体残疾或是不良行为，
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耐心与爱心，如
果只是当成任务，难免会有疲惫和
懈怠，所以我要向救助工作者表示
敬意。

同时，救助需要专业。他们的
服务对象是一个特殊群体，不是管
口饭、管个住处这么简单，需要依
靠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法
学、医学等全方面的知识与经验。
救助工作要逐步走向专业化，尤其
是针对未成年人。

为了孩子
不是“听上去很美”
记者" 您认为!#送孩子回家$

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姚建龙"“送孩子回家”听上去
很美，但必须遵循“儿童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与方法。如果送往的地
方已经不能称之为家，就是治标不
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

孩子的流浪，是因为没有家，那
就要让家成为家，这主要不是恢复
家庭结构，而是恢复家庭功能。让孩
子重拾安全感、幸福感，家庭功能需
要社会替代和补足，重建这个家，需
要社会各方与国家力量的协力。例
如，所在的社区、街道提供支持，不
仅是福利保障，更要关爱与辅导。

此外，需要流入地与流出地的
衔接机制，例如针对长期或是反复
流浪的孩子，他可能已经不适应原
本的生活方式，要依靠两地的沟通
与对接，只有当真正有了家，我们
才能说是把流浪儿童送回了家。

记者"对于未成年人流浪的救

助!您有什么建议"

姚建龙"孩子的问题，一直都
是社会问题的折射。救助流浪未成
年人，需要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民
政部门是救助流浪乞讨者的第一
责任人，但它主要是起到了“托底”
的作用，主要发挥的作用，是避免
发生最坏的结果。

义务教育是否到位？居住保障
是否完备？监护权问题是否存在？
孩子的身心是否得到关怀？流浪的
原因是多元的，既然这是一个社会
问题，就得依靠社会各机制联合运
转，才有可能改善与解决，做到从
“送孩子回家”到“吸引孩子回家”。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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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丽与另一名未成年少女在寝室看电视

! 甄别流浪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要花费工作人员大量时间

! 一个孩子拉着周伟明的手聊天

! 救助站会为孩子们准备衣物替换!特别是女孩!人多时要不少衣服周转 ! 除了常规伙食!工作人员有时会从家里带来饼干%牛奶!给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开小灶&

赌气出走
删掉所有通讯录

“我是汶川地震的孤儿，无父无母。”
“孤儿院着火，我逃了出来。”头发剃得极
短，眼神透着叛逆，小诗被送到位于蒙自
路的上海市救助管理站时，工作人员以
为眼前是个男孩子。

自报只有 #&岁，却用布条将胸部裹
住；自称“水亦诗”，拒绝透露真实姓名；
说在孤儿院长大，但被问及细节却漏洞
百出，女孩明显有所隐瞒。

经过反复劝导，小诗逐渐放下戒备，
敞开心扉。原来，她已经 #$ 岁，来自湖
南，确实曾是一名孤儿，但多年前就被一
户人家收养，与养父母和两位兄长的感
情一直很好。不久前，最亲近的二哥将女
友带回家，让她心生危机感。眼看一家人
将注意力都倾注在“外人”的身上，不禁
嫉妒和失落。
“他们都不爱我，不要我了”“与其再

次被抛弃，不如自己先走”，小诗选择离家
出走，她掰断了手机芯片卡，删掉了所有
通讯录和通话记录，“不给自己留退路”。
“现在孩子流浪的原因，已经跟以前

大不一样了。”魏庆春科长从事救助工作
#'年，在统计近年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科的接收情况时发现，自主离家的比
率逐年提高。“以前，流浪儿童年纪较小，
很多是被不法分子胁迫、诱骗、利用，现
在更多是对家庭不满、逃课厌学、外出打
工等自发出走。”
“家人肯定在找你，二哥也一定急坏

了。”“最温暖的地方永远是自己的家，这
里只是暂时的避风港。”听了大姐姐们的
话，小诗眼里泛起泪花，终于说出自己的
真实姓名，并留下 ((号联系她的养母。

电话那头，小诗母亲的声音由焦急
转为欣喜和疑惑：“我们都快急疯了！孩
子平时非常懂事，为什么突然离家出
走？”了解缘由后，她不断感叹自己太粗
心，随后母女俩也通了电话，互诉衷肠消
除误会。
“年幼时她失去过一次家庭，心理非

常脆弱，如果发现异样，应该及时加强沟
通。”两天后，小诗的家人从湖南赶来，工
作人员建议道。

反复流浪
八次进入救助站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像小诗那么幸
运，这已经是佳杰第八次进救助站了。
“出生在江苏海门，生活在崇明，父

母离异，从 )岁起到处流浪，三年来以乞
讨为生，睡在桥洞和废弃建筑，每次护送
回去没多久，就会再次离家出走。”在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科，几乎所有工作
人员都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
“外面散养惯了，你们别管他，自生

自灭好了。”佳杰从小缺少母亲关爱，父
亲没有固定工作，对他的管教简单粗暴。
“这个孩子不会好了！”长期流浪生活，佳
杰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就连当地村委
会也对这个流浪儿失望甚至排斥。

目前，接收流浪未成年人后，救助站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协助他们返乡。一是
联系孩子的监护人，对方凭借相关证明
材料，亲自将孩子接回；二是对接其户籍
所在地民政部门，将其接返；三是派出工
作人员，护送孩子返回家乡。

听到孩子的消息后，多数父母会在
第一时间接他们回家。但令人唏嘘的是，
也有家长在电话那端淡漠地说：“孩子经
常跑，家里都习惯了，你们给买张票，让
他自己回来吧。”
少数流浪未成年人，因家庭功能和

社会支持的缺失，屡救屡返。像佳杰这样
的孩子，即使由救助站送回家，也一定会
再次流浪，紧接着就是第九次、第十次进
站。如何让他不再出走？如何改变生存环
境？工作人员决定将他留在站里，开展
干预。

随意拿他人物品、一语不合就挥起
拳头，佳杰经常与其他孩子发生矛盾。救
助站与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合作，邀请专职社工介入心理疏导。第一
步是纠正他的偏差行为：遵守每天的行
为规范、学写自己的名字、遇到不顺心先
深呼吸、观看法制教育宣传片，佳杰的性
格逐渐稳定，认知也走上正轨。

同时，工作人员也多次走访佳杰家
乡，不仅劝告他的父亲承担起监护人的
义务，而且联系村委会提供更多帮助。

三个月后，当佳杰踏上返乡路时，一

个关爱网络也已织成———父亲会主动询
问他的去处，尝试与他多沟通；村委会正
为他的学籍问题争取政策，让他尽快返
回校园；社工则仍在继续跟踪回访，防止
他再次脱离社区、家庭，到社会上流浪。

外出打工
被网友锁在宾馆

下周二，崔丽就能回家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网友说上海打

工机会多，我就来了。”半年前，崔丽辍学
在家，跟着父亲干农活，抱着补贴家用、
见识世面的想法，问家里讨了几百元钱，
上个月从老家广西钦州出发。

谁知一到上海，网友就把她反锁在
宾馆，偷听到他说要把自己送到会所，崔
丽从两楼跳窗逃了出来，流浪街头。进救
助站时，#$岁的她虚报了年龄，“听说 #'

岁可以打工，我想早点出去。”
这一个下午，未保科新接收的三名

青少年均是因为“打工无着”。“你们以为
上海遍地是黄金？连身份证都没有哪里
去找工作！”“做满 *" 个俯卧撑可以出
去，就你这身板、这力气，怎么打工？”工
作人员一边开玩笑，一边向他们普及法
律知识———年满 +'岁，依靠自己的劳动
收入生活，才可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然而，并不仅是孩子存有误区，当救
助站联系崔丽的家人时，对方回答：“她
不是在上海打工吗？挺好的呀！”完全没
有意识到已经违法。由于她的家人不愿
来沪接回，救助站将派员送崔丽回广西。
“春天种的辣椒，现在应该摘了，回

家帮我爸一起卖。”“以后再也不信网友
了，等到满 +' 岁再出来打工。”在救助
站，工作人员的劝导与教育在崔丽心底
扎根，原本觉得“上学浪费家里钱”，如今
她已经期待开学重返校园。

加强正确的自我认知与法律教育，
这是家庭、学校、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
!"+!年起，民政部相继开展“接送流浪孩
子回家”“流浪孩子回校园”等专项行动。

魏庆春坦言，各部门都应“跨前一
步”，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伴随流出地加
强管控，作为流入地的上海，未成年人流
浪现象已经有所改善，相比 !"+!年之前
减少五分之四。

只言片语
八年寻亲终回家

身份的查找与甄别，是送孩子回家的
关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这些简
单不过的信息，却常是救助工作的难点。

对小韦刚进救助站时的样子，未保
科副科长周伟明记忆犹新，这个看上去
只有七八岁的“小不点”。孩子自称“韦天
宏”，随爷爷来上海后走散，露宿火车站
时被民警发现。

根据他的口音，周伟明判断他来自
西北地区，但按照自述的姓名，查遍了山
西、陕西等主要地区，均没有找到相符信
息，只能先安排孩子住在站里。
不曾想，这一住就是八年。在救助站

和工读学校，小韦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烹
饪技能，从小不点长成男子汉。寻亲从未
停止：通过全国打拐 ,-.数据库比对，
借助报纸电视和网络平台寻亲，一个个
查询电话，一封封协查函，一次次信息比
对，全部石沉大海，他的身世依然成谜。
“对不起，我说谎了。其实我姓季，是

跟着一对夫妻到上海的。”去年的一天，小
韦突然找到周伟明，“我想回家了。”但是，
由于离家时年纪太小，他只记得自己及家
人的姓名读音，对家乡更是印象模糊。
“火车站有三尊白色塑像。”“我们那

儿出产当归和洋芋。冬天老家种上麦子
后，大人会带着孩子去外地乞讨。”听似
平常的一句话，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

前几年冬季，大人带小孩来沪乞讨
最多的便是甘肃岷县一带。进出岷县地
区的主要门户就是陇西，其火车站有老
子李耳和秦王李世民的白色塑像。

将查找范围缩小到岷县后，尝试用
各种同音不同字的轮换组合，经过上百
次尝试，终于在岷县维新乡找到了小韦
父亲的信息。救助站向岷县发去协查函，
在民政部门的配合下，查实了小韦的户
籍身份，但是暂未找到他的家人。
“韦天宏”原来是“季田弘”，出生于

+))$年，已经 !&岁了。户籍的重要性不言
自明，直接影响到生活就业和社会福利，查
明户籍也意味着小韦的“新生”。经过 !'小
时火车行程和 '小时汽车颠簸，小韦回到
老家维新乡，并且办理了身份证。

力量汇聚
逃婚女孩找新家

粉红色卡通上衣，披肩长发扎成一
束，+$岁的柳艳仍透着稚气，然而她的脸
上，却挂满与年纪并不相符的哀愁。
“求你们别送我回去，我不想嫁给那

个‘老男人’！”一进救助站，柳艳就哭了
起来。她来自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的一个
小乡村，父亲嗜赌成性，收了 /&&元所谓
的“彩礼”，将还在读初中的她许配给同
村一名 0$岁的男子。
抗争不成，柳艳选择“逃婚”。离家出

走后，她辗转来到上海，身上的钱花完
了，不满 +' 岁又无法打工，独自在上海
南站徘徊无措时，被徐汇公安民警发现。

根据柳艳提供的信息，救助站很快
就核实了她的户籍身份，并联系到她的
父亲，下一步，就是安排工作人员护送返
乡。然而，面对“我的女儿我做主”态度强
硬的柳父，看着一想到回家就潸然泪下
的柳艳，工作人员陷入“两难”———

不送她回家，不符合救助管理的规程。
但是现在送她回家，不就是送羊入虎口？
救助站社工科副科长唐敏之是个“/&

后”，柳艳的经历让她动容。于是，一边联
系当地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希望对方出面
劝导干预；另一边寻找柳艳的其他亲属，
为她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半个月后，转机出现。柳艳在广州的

姑妈表示愿意接纳她，当工作人员将柳
艳送回贵阳救助站，她的堂哥已经带着
柳父签署的委托书等候，完成交接手续
后，柳艳被接到广州生活。
“流浪未成年人从‘回家’到‘回

归’，是一个跨地域、跨专业、跨部门的
综合性问题，非一家之力能解决。”市救
助站站长朱希峰强调，只有凝聚社会力
量织起防护网，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
流浪问题。“通过必要的转移监护、放弃
监护、临时监护、委托监护等措施来补
充、完善家庭监护功能。”根据民政部部
署，力争于 !&+'年完成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试点，形成“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格局，从源头根
除流浪。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 反复沟通让流浪未成年人敞开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