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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福利院里走出 15 名大学生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7 岁失去父母，14 岁来到福利院，18 岁时，李晓玲成为怀化学院 2015 年级新生。她也成为 10 年来从嘉禾福利院走出去的第 15 名大学生。2004 年，郴州市嘉禾福利院接收了全县第一批失去父母的孩子，如今共收养了 93 名孤儿。如果说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那么从他们站在这个绿荫匝地的大院开始，这些孩子就拥有了扭转命运的机会和拥抱未来的勇气。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唐文雄）近日，永州市冷水

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强迫

他人参与非法传销而引发的

非法拘禁案，被告人苏胜崇等

23 人犯非法拘禁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至有

期徒刑七个月不等的刑罚。

从 2004 年开始，嘉禾福

利院开始接收全县第一批失去

父母的孩子，到如今已经收养

了 93 名孤儿。现任院长李戎

彦告诉记者，来到这里的孩子

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向

而自卑，像李阳丽、李晓玲，

但特别懂事勤奋；另外一种就

是叛逆的孩子。李戎彦说，他

刚接手的第一天就是去派出

所领一个爱打架的孩子。后来，

李戎彦又碰到一个更头疼的染

上网瘾的孩子，这个孩子叫王

祺杰。他刚上初三时原本成绩

很好，一段时间内成绩却直线

下降，甚至有时还夜不归宿。

李戎彦派出工作人员跟踪，才

发现他在网吧染上了网瘾。

 一开始，李戎彦给王祺杰

做思想工作，没想到他不但听

不进去，后来还干脆不来福利

院了。李戎彦只好带着福利院

工作人员亲自到他的亲戚家走

访，又从县城请来有儿童心理

辅导经验的老师专门给他做工

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

不行就三次，对待这样的孩子

只要还有转变的机会，我们一

般 都 不会放弃。”李戎彦 说，

王祺杰最终还是没有辜负福利

院这些叔叔阿姨的期盼，收心

后在今年被学校保送到重点

高中嘉禾一中。

李戎彦常把“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挂在嘴边。他经

常对孩子们说，上大学不是他

们唯一的目标，能够自食其力

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也是成功。

而事实上，嘉禾福利院里

那些长大后自谋生路的孩子也

活出了自己的精彩。“邓阳林在

广东做了店长，周利军在自主

创业……”李戎彦介绍，今年

那些在外工作或打工的孩子还

自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

几百，那个几百，专门用来奖

励现在在福利院学习表现突出

的孩子。而让李戎彦欣慰的是，

每年过年，从这里走出去的孩

子不论走到了哪里，只要回家，

他们必定会来福利院，给这里

的亲人们拜年。

“无论将来我去哪里，我

都会永远记得这里曾是我的

家，这里有我的亲人。”18 岁

的大学生李晓玲在前往学校报

到时含着泪说。

 第一个走出福利院的大学生 
9 月 6 日，嘉禾福利院格

外热闹喜庆。这天，刚考上怀

化学院的李晓玲正忙着收拾

行李准备去学校报到，而比

她先走出去的一些哥哥姐姐

也闻讯而来，大家预备中午聚

餐送别。

可以说，李晓玲能考上大

学，相当不容易。她 7 岁时，

父亲突遇重病去世，母亲随

后改嫁，她被抛弃，在伯父家

寄养后被送到奶奶家，14 岁

进入嘉禾福利院。这座环抱

在绿树林荫里的福利院距离

嘉禾县城 6 公里，从 2004 年

开始接收 10 岁以上父母双亡

或者被父母事实抛弃的孩子，

并资助他们学习生活到 18 岁。

“每个来到这里的孩子身

上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福

利院院长李戎彦翻着手上的花

名册说，“但我们至少给了他

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且，看到今天的李晓玲，

李戎彦说，她跟当年第一个

走出福利院的大学生李阳丽的

经历很相似。

走进福利院，迎面的墙上，

每个考上了大学走出福利院的

孩子的照片都被光荣地排列

在上面。光荣榜上排在第一

张的照片是个女孩，长得白净

清秀，她就是李阳丽。2007 年，

她以 7A 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成为福利

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这

天她也回到了福利院为李晓玲

送行。

2006 年， 李 阳 丽 14 岁，

她年迈的奶奶因为实在交不

起她和哥哥的学杂费跪在学

校教务室。最后，老师们帮忙

向嘉禾福利院申请后，她来到

了福利院。

李阳丽告诉记者，刚到福

利院的最大感受是“饭能吃饱

了，还有肉吃，以前在老家一

年都吃不了几次肉”。而让她

记忆犹新的是，到这的第一天，

第一任院长呼金武亲自给她铺

好了被褥，还把饭菜送到了她

手上。久违的温暖感觉让李

阳丽眼泪一滴一滴掉进了饭碗

里。

在福利院，大家对李阳丽

公认的评价是“聪慧”。从小

学到大学，她的成绩总是名列

前茅。但这个 7 岁时因家庭变

故失去父亲、母亲抛下她和哥

哥改嫁、由奶奶抚养大的女孩

回忆曾经的童年岁月时，感慨

地说 ：“长大了回头看家里的

事，对我的心理和生理都造成

了巨大的伤害，至今都有影响。

如果不来福利院的话，我或许

会步入歧途。” 

李阳丽初入福利院时，性

格异常内向，很少说话，在学

校因为又是插班生和同学很

难融入，她自己形容“当时那

是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但在

福利院生活一段时间后，她找

到了受庇护的感觉。

福利院院长亲自找到了她

的班级老师，让老师给她更多

照顾，每周院长又把这些孩子

集中在一起像开班会一样，相

互交流鼓励。“我觉得这种方

式很好，慢慢地，像打开了我

的心门一样。谁都不会再跟

我提过去的事，我也不必为学

费担心。那时我一天只睡 4 个

小时，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

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李阳丽说。

 2007 年，李阳丽以优异

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校，2012 年 毕业 后回到县

城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福利院为她破例的大学生 
 如果说李阳丽是第一个

走出福利院的大学生，那么和

她一起进来的郑雪珍却是落

榜后再考上大学的女孩。而且

这是一个迄今都想象不到被

父母双亲宠爱是什么滋味的孩

子。

郑雪珍还在襁褓中时，父

母就离婚了，母亲改嫁，她被

留给了外婆；还没等她记事，

父亲因为一次意外过世。在

14 岁时，她和李阳丽一样因为

快辍学而进入到嘉禾福利院。

不过，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郑雪珍却是活泼开朗的，一点

都看不出身世坎坷的印记。来

福利院四年，郑雪珍记忆最深

的，是福利院里被同学们错认

的“妈妈”，和她闹“失踪”时

急得一天都没吃饭的“爸爸”。

郑雪珍高中三年，除了班

主任外，没人知道她是 个孤

儿。因为当时每个月福利院的

阿姨会带着水果零食到学校

给她送生活费，所有的同学都

以为那是她的“妈妈”，郑雪

珍也从未把这个秘密说破。

而因为一次意外失踪，郑

雪珍说，她体味到了“爸爸”

的滋味。还是高中时期，郑雪

珍突然被一个陌生叔叔关注，

经常收到各种礼物和零食。一

段时间后，这位叔 叔说要带

郑雪珍出县城去旅游，懵懵懂

懂的郑雪珍不但同意了，还约

了福利院的另外一个女孩一起

去，而当时，她竟然连这位叔

叔的姓名都不知道。

郑雪珍告诉 记者 ：“现在

想想还真的挺后怕的，因为当

时我对这位叔叔的来历一无

所知，要是被拐骗的话真的太

容易了。”而且，郑雪珍当时

走得急，都没跟福利院汇报一

声。回来后，她才知道，当年

的老院长打了她一天的手机都

不通，急得整天都吃不下饭，

福利院所有人都被派出去寻

她，就差没报案了。

郑雪珍回来后得知老院长

为自己操心一天，又感动又愧

疚，“真像是爸爸操心女儿一

样”。虽然后来，福利院调查

清楚那个“陌生叔叔”真的是

一名爱心人士，但人身安全教

育时常就挂在了几任院长的嘴

边。

18 岁时，郑雪珍因为母亲

意外去世导致高考失利。按照

福利院的规定，年满 18 岁又

没考上大学的话应该自谋出路

了，但福利院经过研究决定破

例再给她一次机会，郑雪珍无

比感恩。第二年，她不负所望

考上了衡阳南华学院，毕业后

成为了一名医生。

那些走出去的孩子

■资讯

邵东纪念抗战胜利《夕阳红韵》文集出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魏小青）9 月 6 日，邵阳市

邵东县老干局、老年协会等部

门精心组织，几易其稿的《夕

阳红韵》文集出版。原邵东县

委书记、现任湖南省扶贫办副

主任黎仁寅为之作序。全书分

为《综合篇》、《血泪篇》、《雪

耻篇》、《圆梦篇》共四篇。内

容翔实地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邵东县

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同仇敌

忾、不畏强敌、奋勇抗战的英

勇事迹。

强迫他人参与非法传销，这 23人被判刑

从福利院走出的大学生李晓玲（左一）、郑雪珍（右二）、李阳丽（右一）和院长李戎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