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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薇在为孩子们的早餐放配料。

湘西“薇妈”为大山深处孤儿筑起共同的家
“如果没有遇见您，我

将会是在哪里？是薇妈您
给了我人生最大的转变，
让我知道什么是跨越血缘
的大爱。因为有您的帮助
和鼓励，我才能够健康茁
壮成长。张薇妈妈，能和
您成为家人真是太好了。”
这是 2021 年母亲节，在
部队当士官的小友写给张
薇信里的一段话。

在湘西州，有很多像
小友一样来自农村困境家
庭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为了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湘西州探索了孤
儿“集中养育”模式，建立了州慈爱园，给孩子们一个共同的家。

这些孩子，还有一个共同的妈妈——张薇，孩子们都唤她为“薇妈”。作为湘西
州慈爱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她说，当
好这些孩子的妈妈，是她一辈子的事业。

从慈爱园成立到今天，张薇

一直坚持做家访，特别是一到放

寒暑假的时候。“孤儿的信息主

要是由市县民政部门先提供数据

和名字，我们再一个个去家访。”

张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园里的每个孩子的家里，她都一

一走访过，有的还走访了好几次。

小叶的家在凤凰县山江镇凉

灯村，这里是湘西最偏远原始的

苗寨。他们家有五个孩子，父亲

因车祸去世，母亲是外地嫁过来

的。五个孩子，全都是伯伯一手

带大的。

“一开始，这家只报了一个孩

子，我来家访之后才发现家里有

五个孩子，大的两个都已经出去

打工了，留下其他�个在家里，他�个在家里，�个在家里，

最小的孩子只有十岁。”张薇说，

“我当时拿园里的照片给他们看，

并让他们到慈爱园看一看，住几

天感受一下。但孩子因为没有离

开过家里，不愿意入园。”

小叶的伯伯已经 50 岁了，眼

睛失明，没有收入来源，把五个

孩子带大，已经异常困难，他非

常支持孩子入园。“只要是为了他

们好，你们就带走。”孩子伯伯

的这番话，让张薇很是感动。

“他们家里老�报了县里的

一个中职学校，我当时劝她去我

们那里读五年制大专，但孩子不

愿意，就一直不停地哭，没办法

沟通。”张薇说，“一开始，他们

都是讲苗语，也不愿意沟通，我

前前后后去了他们家五次，慢慢

和他们沟通，最后说服了�个孩

子入园。”

个子小小，不太爱说话，在

生人面前，总是会有些拘谨。这

是亲人朋友对入园前小甜的印

象。但如今，21 岁的小甜不仅

性格变得外向，在乡镇实习时每

天都能很自然地跟返乡人员打交

道。

小甜的变化，都源自于慈爱

园。在她看来，慈爱园是一个很

好的地方，是一个能够让她发光

发亮的地方。

每次过生日，都是让小甜最

感动的时刻。“同一个月过生日

的小朋友，都会集中在一天过生

日，特别好玩，能吃到很大的蛋

糕。”小甜高兴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高考填志愿的时

候，薇妈还多次请了老师来给我

们指导，为我们谋划着未来，经

常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叛逆，欣

欣就是其中一个。为了带好欣欣，

张薇倾注了很多心血。

欣欣的父亲在她读二年级的

时候因车祸去世，母亲生下她后

就离家出走。读初二的时候，欣

欣来到了慈爱园。在园里，她很

调皮，也爱玩手机，“那时候她

晚上玩手机、白天睡觉，不听网

课，也不复习，在家里没有人管

她。”张薇说，“她天赋很好，但

太调皮，我担心没人管她，高考

失利，就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

在家里，张薇每天监督欣欣

学习，每天五点多起床，把欣

欣叫醒，然后她才去上班。“那

时候床头摆了�个闹钟也叫不醒

我，都是薇妈把我叫醒的，后来，

我发现她眼睛黑了一大圈，很心

疼。”欣欣说。

除了监督学习，张薇还照顾

欣欣的生活起居。最后，欣欣

顺利考取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她拿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给我写了一

封 1000 多字的信，逢年过节还

会寄花给我。”张薇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

严格的管理制度，让不少孩

子想要来一场叛逆的“出逃”。

为了找到他们，州慈爱园的工作

人员到过吉首的每个网吧，也见

过凌晨四五点的月亮。

“现在孩子谈恋爱了都会告

诉我，我就会告诉他们，眼光

一定要高一点，不要把自己看低

了。”张薇说，“看到孩子们越来

越好，我很欣慰。”

在慈爱园二层楼梯口的墙

上，挂着一幅字，那是香山慈幼

园的创办者——民国总理熊希

龄的一段话：“因为兼了家庭的

责任，那管理员必须有父母的心

肠，又须有贤明、慈爱、富于经

验的父母知识，才可以办得下去。”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到过每个网吧，见过凌晨四五点的月亮

家访五次说服孩子入园

张薇在大
年三十走访小
容 姐 弟 一 家，
和孩子的爷爷
奶 奶 一 起 聊
天。

每次家长会，是张薇和辅

导员们最忙碌的时候。一开家

长会，整个慈爱园全体出动。

“我们必须保证每个孩子都有

‘家长’，有时候人不够，连自

己的家人都要叫来扮演家长。”

辅导员许湘萍说，“园长、辅

导员都扮演家长角色，管孩子

吃喝拉撒、头痛脑热……事无

巨细都要我们操心，我们要让

孩子在这里感受到家庭的温

暖。”

在湘西的偏远山村，很多

人在外面打工找的老婆带回来

结婚，生下孩子。孩子父亲去生下孩子。孩子父亲去孩子父亲去

世以后，母亲离开原家庭，或

是直接改嫁到另一个家庭，有

些会把原来的孩子留给原家

庭，不再过问。

小芬和小敏姐妹就是这样

的例子。小芬当时只有 13 岁，

考取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但因

为交不起 500 块的学费，就只

好辍学去了浙江打工。

小敏把姐姐的情况告诉了

张薇之后，张薇便立刻打电话

叫小芬回来读书。一开始，小

芬还不太愿意，说自己学业荒

废了这么久，怕跟不上。但张

薇态度很坚决：“你可以学一

门技术。”

2016 年 7 月，17 岁的小芬

入住了慈爱园，不久后，她进

入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读五

年制大专。在读大学期间，有

幸师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叶水云学习土家织锦，

每日刻苦钻研技艺，织锦作品

多次获奖，还成为了慈爱园首

名学生党员。“她很刻苦、很

勤奋，给其他孩子做了一个很他孩子做了一个很孩子做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我经常让她回园里

给弟弟妹妹演讲。”张薇笑着

说。

“孩子在学校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要去过问。父母该管什

么，我们就管什么。”张薇说。

为了帮助跟他们有同样遭

遇的孩子，在张薇当选湖南省

人大代表期间，她每年都把这

类“父亡母失踪”儿童群体的

困境和声音带到会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的认定和保障问题

也在逐年推进解决。

2020 年，慈爱园里开始陆

续有孩子上大学，张薇又提出

了“将在校就读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发放延长至

大学本科毕业”的建议，并在

同年得到州民政局和财政局的

支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

贴，从一开始的没有，到现在

的每月 950 元。

父母该管什么，我们就管什么

在湘西州慈爱园里，每一

个孩子的宿舍，都布置得非常

温馨。引人注目的是，所有孩

子的床，清一色的都不是高低

床。

一开始，有人提议为了多住

一些孩子，可以放高低床，但

张薇没有同意。“高低床没有

家的感觉，而像是在住校。因

为孩子平时都吃住在园里，所

以我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家的感

觉，让他们可以随时在自己的

床上坐一坐、躺一躺。”

在成立慈爱园之前，张薇

在福利院工作了十多年。“7 年

多的时间，我走访了全州 300

多户农村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家庭，他们的照料缺失、

情感缺位让人心痛。所以，我

们想为这些孩子提供家庭式

温馨生活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张薇谈起了参与创建慈爱园的

初衷。

早在 2014 年，张薇就参与

了慈爱园的创建工作。作为全

州第一所以集中养育模式收养

湘西地区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的机构，张薇面临的压

力很大。“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而且把一百多个孤儿集中在一

起，是第一次，风险很大。”

一开始，整个慈爱园只有

一栋楼，而且选址也是在很偏

僻的地方，园子外面是大片的

荒地。“当时慈爱园就像一个

荒岛，这一带手机信号都很弱，

大家上班只能靠对讲机交流。”

张薇说。

前期开园后的晚上，有一

件让慈爱园全体员工头疼的

事。原来，很多孩子从小没有

离开过家，突然到新环境不适

应，他们容易哭闹。“当时这个。“当时这个“当时这个

刚哄好，那个又哭了。有些孩

子本来不哭，看到别人哭，也

跟着哭。就连一些刚毕业没多

久的辅导员，也跟着哭，整栋

楼一片哭声，让我一度怀疑自

己能否坚持下去。”张薇说，“那

时候，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就

是陪在孩子身边，耐心安抚他

们，哄着孩子们入睡，因此大

家经常整晚整晚的不睡觉。”

棘手的孩子哭闹问题，直

到半年下来才逐渐稳定，一年

之后才完全改变过来。“现在，

在园里住得久的孩子可以带新

的孩子，有的孩子一个星期就

适应了。”张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整栋楼一片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