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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陈曦 文/摄

生病，谁照顾？ 去医院，谁给
挂号？ 做手术，谁给签字？ ……有
这样一群人， 他们因为唯一的子
女离世，身心遭受巨大打击，而更
为严重的是， 当他们年迈体衰需
要子女照顾时， 却面临孤立无援
的窘境。这样的家庭称为“失独家
庭”。对于失独家庭、失独老人，需
要什么关心和照顾？ 探访中记者
发现， 政府和不少公益组织正在
行动，让失独家庭、失独老人走出
悲痛，开启新的生活。

【调查】
忧虑
———担心未来养老问题

数据显示， 2012年北京市有
失独老人 7746人 ， 2013年则为
8781人。 采访中， 不少失独老人
提到， 目前衣食无忧， 经济方面
没有困难， 但却很担心年纪大时
的养老问题。

“我也有兄弟姐妹， 过年的
时候， 他们给我打电话让回去过
节， 可是我不愿意， 跟他们没有
话说。” 失独者温女士略带伤感
地说， 即便有亲人的召唤， 因为
不可能忘怀的伤痛， 他们更愿意
与有着相同遭遇的同命人相处。
“没有心理负担， 没有戒备， 想
哭就哭， 想笑就笑。”

“我们这些失独老人现在在
一起活动， 还可以有说有笑， 可
是我们回到家中， 就不得不面临
许多现实问题。” 失独者杨先生
说， “生病， 谁照顾？ 去医院，
谁给挂号？ 做手术， 谁给签字？”

期盼
———心灵关怀更重要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
视心灵上的关注。 而这个问题，
对于失独家庭更为重要。 在采访
中， 不少人都提到关注、 关心失
独家庭不仅要重视物质， 更要重
视心灵的沟通。

“人到老年， 突然遭遇家庭
变故， 儿女去世， 享受天伦之乐
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这样的打击
太大。” 从事教育工作的李煜说。

“刚经历这样的遭遇，一时间
不少人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
少老人会变得越来越封闭， 这让
他们老年生活质量变得很低，令
人担心。 ”李煜建议，建立心灵关
注机制， 让更多的公益组织加入

到关注失独家庭的心灵关怀中。
“作为他们所在的单位 、 街

道 、 居委会 ， 需要主动进行关
注， 特别是心灵上的慰籍。 当然
这种主动的关心， 需要专业知识
的支撑。” 李煜说， “需要更为
专业的人员来帮助， 让失独家庭
尽快走出悲痛， 开启新生活。”

【做法】
“心灵家园”
为失独者筑造爱的空间

唱歌、 打球、 谈心……位于
大兴区西红门镇月桂庄园小区
内， 有个叫 “心灵家园” 的活动
中心， 每个月该镇28户失独家庭
都会在这 “聚会”。

“别看现在满场欢声笑语 ，
当初可不这样。” 西红门镇计生
办主任胡雪艳回忆， 没成立 “心
灵家园” 前， 对这些失独家庭还
没有系统的帮扶和关怀， 只是过
年过节带上慰问品去看望。

“每次去慰问，我们心里都犯
怵，见到我们就哇哇哭，大部分家
庭多年都不能从失去孩子的阴影
里走出来。 ”胡雪艳说，“政府考虑
到当初这些家庭为计划生育事业
作出了贡献， 希望能为他们做点
什么，于是我们开展调查，发现失
独家庭的人不愿意和正常家庭的
人接触，如果能把他们聚集起来，
或许有更多共通点， 建立心灵家
园是他们的心愿。”

2013年7月， 一个充满温馨、
关爱的 “心灵家园” 建立。 800
平方米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内部有
温馨的休息室、 专业的舞蹈排练
室、 相对密闭的谈心室、 可供多
人同时上网浏览阅读的电子阅览
室及设有舞台、 影音设备、 电动
伸缩座椅， 还有可容纳百人观看
演出的多功能厅。

在没有演出活动的时候， 舞
台和座椅中间的区域， 根据心灵
家园成员爱好， 设置了围棋桌和
象棋桌， 画案及乒乓球台。 在活
动中心前方300米处的地下餐厅，
可为前来活动的特殊家庭提供免
费午餐。

“开始把这些失独家庭聚在
一起， 场面非常尴尬， 每个人都
没心思娱乐， 不管工作人员怎么
带动， 还是沉闷不堪， 甚至哭声
一片。” 胡雪艳只好带着科员们
一起想办法活跃气氛， 组织多种
活动。 教书法、 学歌舞、 练体育

……通过交流互动， 大家慢慢融
入 “心灵家园”。

聊天、 打球、 唱歌……记者
探访时， 感受到多功能厅里欢乐
的气氛， 其实整个厅里， 每一对
老夫妻都曾饱受失独之苦。

赵大妈正和几位老姐妹聊
天 ， 当初她是哭得最伤心的一
位。 “一见到我们、 一提伤心事
儿就哭， 后来赵大妈拿我们当成
了精神寄托 ， 特别愿意参加活
动， 而且很信任我们， 遇到棘手
的问题总给我们打电话。” 胡雪
艳回忆， “赵大妈家住顶层， 一
次下雨漏水 ， 找物业一直没解
决， 后来找到我们， 经过与物业
协调问题很快解决。”

失独老人刘大爷， 通过三年
的心灵沟通，走出最苦痛的阶段。
“对心灵家园我很满意，现在镇政
府对于我们这些失独老人可以说
是关爱有加。” 建立心灵家园，老
人感受到温暖， 觉得生命力更强
了。

记者采访当天， 还得知7月
起，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西红门
镇的失独家庭， 将能享受到每月
每人免费理发一次、 免费入户保
洁一次。 “这个好！” 63岁的李
叔叔伸出大拇指， “政府关爱越
来越贴心， 越来越实惠了！”

公益组织关爱
让失独者成为了志愿者

“那顿特别的年夜饭 ， 给了
我活的勇气， 改变了我的人生。”
回忆起半年前北京尚善公益基金
会组织的那次活动， 失独者温女
士仍难掩激动的心情。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成立于
2012年10月25日， 是国内首家关
注精神健康、 抑郁症防治与知识
普及的公益基金会。 去年， 尚善
开展了专门针对失独老人精神健
康的公益活动———“关爱失独 ，
暖心行动”， 活动还成为政府购
买的服务项目 。 通过暖心年夜
饭、 暖心植树节、 暖心艺术节三
大板块， 关爱、 服务了千余位失
独老人。

尚善基金会秘书长伍华介
绍， 为了把 “暖心行动” 做好，
从2014年6月， 就与北京市计划
生育协会合作， 先期开展了 “尚
善公益书架” 活动， 为本市75个
专门为失独老人服务的 “心灵家
园” 捐赠图书、 报刊。

“通过活动， 了解到失独老

人喜欢什么书 ， 有什么爱好 。”
伍华说， 捐赠的每个书架上有3
本是固定推荐书， 另外400元左
右的书是根据心灵家园失独老人
提供的书单采购， 形成个性化定
制。 在送书、 安装书架时， 还与
社区工作人员、 失独老人面对面
交流， 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

关爱失独老人， 雪中送炭更
加珍贵。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 过
节如过坎， 尚善 “暖心行动” 的
第一个活动就做了暖心年夜饭，
让失独老人与同命人一起， 打开
心扉 ， 走出抑郁自闭的心理状
态。 除此之外， 植树活动， 让老
人们用有意义的事填补空虚生
活。 而包含了花与草的乐趣、 画
梦培训班、 冥想、 草地音乐会等
艺术交流活动， 以艺术安抚了心
灵。

“最初， 我们要为组织人员
费不少心思。 后来， 参与过活动
的老人口口相传， 其他人加入进
来， 还主动帮忙。 很多失独老人
从受助者转成志愿者。” 伍华自
豪地说。

温女士参与过一次年夜饭活
动后， 成为志愿者。 现在， 她更
成为了尚善的员工。 她的老家在
内蒙古， 孩子去世后， 家就成了
一个概念， 于是漂泊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 她很快找到一份相对
轻松、 报酬也不少的工作。 但她
始终不开心， 也从来不会跟同事
讲自己过去的经历。 之后， 她连
续跳槽， 最长的一次， 在一个单
位待了还不够半年。

今年尚善组织的 “暖心年夜
饭” 活动中， 让她很感动， 还义
无反顾的投身到帮助其他老人的
工作中。 “不久前， 暖心艺术节
开展冥想活动， 我邀请了一位始
终走不出心理阴影的姐姐参加。
活动后， 她的朋友意外发现， 她
竟然又会笑了。” 温女士开心地
说。

杨先生曾在媒体工作， 摄影
基础不错。 在参加过尚善组织的
一次“暖心植树节”活动后，他从
受助者变成志愿者。现在，每次尚
善组织大型活动， 他都会充当摄
影师。 “尽管我们很不幸，但是帮
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

“在设计 ‘暖心行动 ’ 时 ，
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失独者自助
互助的平台。” 伍华说， 能从失
去孩子的伤痛中走出来的失独老
人很少。 失独老人作为志愿者，
与同命人更容易建立联系， 比专

业的心理咨询师更容易把还没有
走出来的失独者带出来。

最近， 尚善为失独老人提供
的服务又被纳入了新一期的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今后， 可
能会有更多的活动形态、 内容在
我们这个平台上开展， 我们希望
把活动变成持续的服务。 我们正
在探索政府、 公益基金会和社会
三者结合的服务模式， 今后， 会
与更多的社会组织、 社区合作。
希望好的模式得到复制， 扩展到
更多城市， 服务更多失独老人。”
伍华说。

政府保障
让失独老人老有所养

西红门镇对于失独老人的帮
扶工作形成了制度上的保障 ，
2013年出台了 《西红门镇独生子
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的意
见》， 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失独家
庭父母每月发放500元的扶助金。

“随着这些失独父母的年龄
增长， 下一步的养老问题是他们
非常关注的。” 西红门镇计生办
主任胡雪艳说， 这个问题也是西
红门镇政府正在着手研究的， 之
前已经下发了关于失独家庭养老
的问卷调查， 之后相应的政策、
配套设施或许就会制定下来 。
“政府已经想到前面了， 最终的
结果肯定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与此同时， 本市将出台失独
老人接收方案， 由公办养老机构
兜底， 其中北京市属第五社会福
利院将改造成为首个专门接收
“失独” 老人的示范性养老机构。

第五社会福利院位于朝阳区
华严里地区， 是北京市政府投资
兴办的一所高档市级老年福利事
业单位，拥有床位450张，全院养
老功能齐全， 并有保健医疗基础
设施，为老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
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相关负责人介绍， 第五社会
福利院原本接收的都是健康老
人， 在转变为 “失独” 老人养老
院的过程中将遵循 “新人新办
法、 老人老办法” 的原则， 今后
将不再接收其他老人， 慢慢过渡
为一个只接收 “失独” 老人的福
利机构。

目前， 第五社会福利院接收
失独老人筹备工作及机构资源整
合工作进展顺利， 相关部门已就
失独老人的界定、 收住条件和供
养需求等展开调研和座谈。

插花活动缓解心中的痛。栽下一株株树苗， 好像在慰藉天堂中的孩子。

———探访关爱 “失独家庭” 的社会善举

让“失独者”不失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