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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658个孩子的“妈妈”是怎样炼成的
文、图 / 璐纯

在山西太原市 , 有一位“特殊的妈妈”, 她收养无家可归，或从少管所出来或刑满释放无人看管的问题孩子，用她的方法让他们自
食其力、成家立业 ,32 年来，她已经让 658 个问题孩子 , 重新找回了自己 , 有的还成了业界精英，而她为了能收养安置更多的孩子，
60 来岁时开始创业，先后开办了理发店、修理店、饭店等十几个门店。如今她的公司年营业额达 7000 多万元，上交利税近 500 万元。
她是“爱心妈妈”韩雅琴，被评为 2014 年度“CCTV 年度慈善人物”。

坏毛病改掉后 , 韩雅琴

决定趁热打铁 , 让他们学会

自食其力。王岳虎是韩雅琴

收养的第一个孩子, 小名叫

二虎,脑子灵活,就是有些懒。

为了让二虎自己挣口饭吃 , 韩

雅琴借了2000 元钱 , 把他送

到职业学院学烹饪。没过几

天,二虎就跑回来了：“太累了,

我不想学了。”

韩雅琴气得直哆嗦 :“我

借钱让你读书 , 就是想让你

学点本事 , 你怎么这么不争

气？！”二虎从来没见过韩

妈妈发这么大的火 , 吓傻了,

哭着说：“我再也不偷懒了。”

二虎回去后 , 学习很用功 , 很

快练就了一手好厨艺。此时,

韩雅琴的早点摊已经改造成

大排档 , 她把大排档交给二

虎 , 二虎把排档生意经营得

红红火火的。

韩雅琴没想到 , 二虎的

事情被人知道后 , 向她求助

的人越来越多。到 2001年已

增至四十多人，救助安置的

担子更重了。如何扩大安置

能力，不让孩子们重蹈覆辙？

发展多种经营可以安置更多

的人，然而要搞好多种经营，

就得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技

能。

为了让“儿子”们有安定

的家，顺利走上自食其力、

重新做人的光明之路，当

年 60 来岁的韩雅琴先后开办

了理发店、修理店、饭店等

十几个门店。2002 年 , 太原

市开展六项治理 , 韩雅琴的

十多个店铺都在拆除范围之

内。店铺没了, 几十个孩子一

下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

已经 66 岁的韩雅琴为几十个

孩子的前程担忧 ,夜夜难眠。

思虑良久 ,韩雅琴在太原

市北边 20 公里处小山坳承包

了50 亩地 ,带着孩子们来到

这里 , 建了一个农场和一个

砖瓦厂。她带着孩子们开荒

种树 , 喂猪养鸡。从小生活

随着帮教人员不断增加

和帮教事业的扩大，韩雅琴

把英辉建安公司改为山西英

辉安置帮教基地。这一做法

遭到公司一些领导的反对，

有的对这些“浪子”不信任，

有的怕企业刚刚起步，被这

些人拖垮，有的说她在自寻

苦吃。是太原市关工委的支

持坚定了韩雅琴的信念。随

着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太

原市关心下一代失足青少年

帮教基地”的名声越来越大，

一封封企盼温暖的信，不断

从监狱大墙内飞到韩雅琴手

里。她每年还要抽出时间到

省、市劳教所、少管所和省、

市监狱探望服刑青年，鼓励

他们认真改造。

三十多年来 , 韩雅琴共收

养了658 个“子女”。他们中,

有的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 , 有

的仍在农场里劳动。但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 , 无论走到

哪里 , 都靠自己的双手, 打造

自己的人生。

2015 年 7月 20 日 , 韩雅

琴在自家小院里给几个孩子

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婚礼

简单朴素 , 婚礼用品是大家

亲手做的 , 瓜果蔬菜是自家

地里产的。看着幸福的孩子

们 , 韩雅琴脸上露出欣慰的

笑容。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

韩雅琴虽然不是亲生母亲 ,

却是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比

亲生母亲还要亲的妈妈。

（本文严禁转载、上网、
摘编。）

开店办农场　
带着孩子们创业B

C

收养流浪儿　
让他们学会劳动A

今年 77岁的韩雅琴出生于

吉林省延吉市。从吉林延边会

计学校毕业后 , 被分配到延吉

天宝山铜矿。1964 年，为支援

内地建设 , 她来到山西太原十

三冶金公司工作 , 后来企业分

流 , 她下岗了。韩雅琴带着 38

名下岗的姐妹自谋生路 , 摆了

一个早点摊 , 开始卖早点。

1983 年 11月的一天早上 ,

韩雅琴正在早点摊上忙碌着,4

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走到了她的

面前 , 局促地站在角落里 , 眼

巴巴地看着她 :“阿姨 , 我们饿 ,

能给我们一点吃的吗 ?”

已是入冬时节, 早晨尤其

寒冷, 那 4 个孩子却穿得很单

薄 , 褴褛的衣衫 , 脸和手脏兮

兮的。韩雅琴忙给他们盛了几

碗老豆腐,又递过去几根油条,

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完后 , 四个孩子连个谢字都

没说 , 转身就跑远了。

没想到那天下午, 这 4 个

孩子再次出现在韩雅琴的摊子

前 , 并且身后还带着另外 5 个

孩子。他们什么也不说 , 冲进

屋子里就抢着扫地、抹桌子。

韩雅琴赶紧拦住他们 :“你们是

谁家的孩子?”没想到领头的

孩子“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

身后的孩子也跟着跪了下来 ,

一边哭一边说 :“爸妈离婚了,

我们没有家。阿姨 , 你收留我

们吧 !”

韩雅琴忙把他们拉起来 ,

一问才知道 , 这些孩子刚从少

管所出来 ,他们有的父母离异 ,

有的父母去世 , 都没有一个完

整的家。他们不愿意回老家 ,

只能四处流浪 , 晚上就住在火

车站的水泥管道里。看着一张

张脏兮兮的小脸 , 韩雅琴一阵

心酸 , 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韩雅琴把孩子们带回了

家。家里的床铺不够睡 , 她就

用木板搭出一个大通铺。韩雅

琴带着那些孩子去附近的菜市

场里捡菜头菜帮 , 洗干净做成

咸菜。生活苦点没关系 ,可这

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却让韩雅琴

很头疼。自己既然给他们当妈 ,

就一定要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她知道 , 这些孩子在外自由惯

了, 单纯的说教作用不大 , 只有

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才行。

思来想去 , 韩雅琴想到了

一个办法：劳动。让孩子们干

活 , 在劳动中成长。韩雅琴记

得自己小时候 , 兄弟姐妹们很

小就帮父母做事 , 因为知道生

活的不易 , 反而更听话懂事 ,

她教育自己家的几个孩子, 就

是让他们劳动。俗话说“一生

之计在于勤”、“扁担在手 , 一

生不穷”, 话糙理不糙。

韩雅琴所在的十三冶居民

小区是个老小区 , 小区内的人

行道多是土路 , 一遇到雨雪天

气 , 就变得泥泞不堪。韩雅琴

决定带着这些孩子“没事找事”,

把小区的人行道铺上砖石。

每天天不亮 , 韩雅琴就把

孩子们叫醒 ,带着他们去拉砖

铺路。正是隆冬 , 韩雅琴没钱

给他们一一换上新棉衣 , 只能

给他们一人买一副棉手套。干

活的时候戴着手套容易弄脏磨

破,孩子们便把手套揣进兜里,

赤着手干活。砖石粗砺 , 孩子

们的手上很快磨出了一道道血

口子, 有几个坚持不了, 哭着一

屁股坐在地上 , 不愿意干了。

韩雅琴看着他们磨破的手,

一阵心疼 , 却没有表现出来 ,

板着脸说：“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以后还能干什么?”一向慈祥

的韩妈妈忽然大发雷霆 , 孩子

们吓得赶紧爬起来 , 继续干活,

再也不敢抱怨了。

晚上回去 , 孩子们累得瘫

倒在床上 , 韩雅琴拿着碘酒和

纱布走到床前 , 给他们消毒包

扎 , 眼里满是疼爱。韩雅琴带

着孩子们干了半年多 , 不仅把

小区的土路铺成了砖路 , 还把

附近街道周围的道路都修整了

一遍。

这事在周围群众中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十三冶的领导也

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主动研

究决定给予 6 万元的经济补

偿。当孩子们得知这是他们辛

勤劳动赚来的第一笔收入时，

禁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半年

下来 , 孩子们的身体变得结实

了, 原本的坏习惯也大多改掉

了,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

要想吃饱吃好 , 被人看得起 ,

双手就不能停。

在城市里的韩雅琴对农活一

窍不通 , 她先向当地农民求

教 , 再教孩子们。看着韩妈

妈的手磨出了血泡 , 孩子们再

苦也不叫苦。农村的生活很

苦 , 韩雅琴硬是带着这些孩

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 磨平了他

们的叛逆 , 教会他们靠双手

挣饭吃。随后几年 , 他们陆

续建了果园和养鸡场、养羊

场、养猪场。截止 2008 年底，

英辉集团所属公司包括农林

场、饮食、服务、电器修理

等企业，职工多达 1058人，

其中刑释青少年 313人，年

营业额达 7000 多万元，上交

利税近 500万元。

在韩雅琴众多儿女中, 最

让她骄傲的是第16 个儿子高

邵军。1985 年 , 韩雅琴在火

车站里遇见了17岁的高邵军。

当时他离家外出打工 , 却被

老板骗了。他背着发高烧的弟

弟 , 身上连一张火车票钱都

没有。韩妈妈收留了他们 , 不

仅给他弟弟治病 , 还把高邵

军送到省建筑工程学院学习。

高邵军有天赋 ,肯吃苦 ,

有韧性 , 学成归来后 , 先后承

包了几个大工程 , 之后又进

军餐饮业 ,创办了酒楼 , 获得

了“太原市优秀青年企业家”

称号。如今, 高邵军已是资产

千万的企业家。说起过去 ,

他只说了一句 :“如果当初没

有韩妈妈逼着我劳动 , 就不

会有我的今天。”

658个“子女”　
都有自己的天地

韩雅琴（后排中）为孩子们举办集体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