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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特殊困难群体等“小百分比”的急难愁盼，用“百分之百”
的付出托起特殊困难群众“稳稳的幸福”。

这些年，依照宁夏“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
动方案，自治区妇联等部门从最困境的儿童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
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集中力量为困境儿童办成一些可感可及可
衡量的实事好事。同时，为了推动困境儿童关爱工作走深走实，“爱
心妈妈”们也提出期许，希望让“小树苗”可以得到更精细的照护，让

“爱心妈妈”群体可以更健康长远地发展壮大下去。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已

经不成问题了，现阶段他们最缺乏的是关爱和陪伴。”周海霞说，不少
困境儿童因为缺乏心理上的关怀，造成性格上的自卑胆怯、缺乏安全
感，有的孩子还有厌学心理。虽然她尽自己所能，给予自己的 26个
孩子更多陪伴，但还是感觉到他们对亲情、陪伴、沟通的强烈渴望。

“我感觉我们的力量还是太弱了，需要被关爱的困境儿童太多了。”周
海霞希望能有更多爱心人士加入“爱心妈妈”队伍中，抽出一些时间，
去陪这些孩子聊聊天，做做游戏，可以或多或少地弥补他们因缺乏父
母关爱而造成的精神缺失。

刘彦春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12年，她坦言，困境儿童大多比较敏
感脆弱，不当的方式方法，可能让他们不仅感受不到关爱，反而会造
成伤害。“如果不懂得合适的方式方法，就很难走进孩子的心里，那么
关爱的质效就会受影响，而目前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员较少，我希望能
加大对救助帮扶困境儿童爱心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刘彦
春说。

魏萍在做“爱心妈妈”期间，也在不断摸索如何为困境儿童提供
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她说，精心组织开展活动是关键。结合
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孤儿等困境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分别制定具体
计划，不仅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发展，而且能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可
以结合自治区妇联开展的“小树苗”困境儿童关爱活动，组织开展学
科辅导、红色教育、体育比赛、过集体生日、春游等活动。还要形成关
爱困境儿童的工作合力，妇联、民政、教体、团委、乡镇和村（社区）等
多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形成“司法救助+紧急救助+民政兜底+教育帮
扶+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的一站式救助模式，精细精准对困境儿
童救助帮扶。

黑学花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到村上为困
境儿童进行专门的心理辅导。她说，现
在针对困境儿童的心理辅导都在市
区进行，因为家长没有时间或者
路途太远，农村困境儿童的心
理辅导往往无法进行。建
议政府部门利用暑假寒
假，在镇、乡村开办心理
辅导班，有针对性地对
这些孩子给予心理方
面的疏导，让他们拥
有正常健康的心态
和人格，更好地融
入学习生活，健
康成长。

﹃
我
们
该
如
何
更
好
地
爱
你
﹄

“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香香，她怯生生地靠着
大衣柜站着，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奶奶不停哭
诉孩子没有父母，命苦。”周海霞回忆起与香香的
初识，心里还是会微微泛着疼。

“当时的香香非常瘦弱。”周海霞心生怜悯，把
孩子搂在怀里说：“宝贝，我以后就是你的妈妈，我
把手机号留下，想妈妈了就打电话。”

一句简单的承诺，开启了二人的母女缘分。
2022年，周海霞下乡途中接到了香香奶奶打

来的视频，视频里，香香哭着说：“妈妈，我害怕。”
原来，香香肚子突然疼痛不已，爷爷奶奶将孩子送
到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但香香非要
周妈妈来才进手术室。

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一大早，周海霞赶
到手术室门口，看着香香被送进手术室。手术做
了 4个小时，周海霞就在手术室门口守了 4个小

时。香香被送到病房后，周海霞一直握着孩子的
手等她醒来，当孩子一睁开眼睛看到周海霞，哇的
一声哭了出来。这一天，周海霞陪着香香在医院
不吃不喝待了 8个小时。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
房里的病人、家属，都以为她们是亲母女。

周海霞是同心爱心救助协会的副会长，这个
协会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自发成立的民间非营
利性社会团体，周海霞虽在这里任职，但没有一分
钱工资。自 8年前走上公益之路后，她再没有停下
脚步，成为许多困难儿童的“妈妈”。

今年国庆节假期，周海霞一天也没有闲着，开
车奔波在各村庄之间，看望自己的 26个“孩子”。
周海霞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看待，不
仅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关爱，更多地给予他们母亲
的陪伴。

梅梅出生在一个残疾人家庭，母亲在她很小

的时候便离开了，父亲是聋哑人。周海霞第一次
到梅梅家时，看到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她柔软的
心被触动了。自此，周海霞又多了一个女儿。

“梅梅是我付出最多的孩子。”周海霞说，梅梅
在物质上不缺乏，但就是缺乏母爱。虽然梅梅家
离她住的地方比较远，但她还是一有时间就开车
去陪梅梅聊天、玩耍、逛街。看到孩子身体瘦弱，
周海霞经常买肉和蔬菜，下厨给孩子改善伙食。
梅梅每次一扫而光后都会说：“妈妈的味道。”

在周海霞的精心照顾下，梅梅完全看不出是
个没妈的孩子。周海霞对梅梅说，你想妈妈了就
给妈妈写信。梅梅每次想周海霞的时候就会在纸
上写上想对妈妈说的话，“梅梅爱妈妈。”“周妈妈，
我爱你。”反反复复的话，写在不同的稿纸上，每张
纸连在一起足足有 3米长。这 3米信纸的情意，周
海霞每每看到都会热泪盈眶。

守护

周海霞经常去梅梅家里给她做可口的饭菜。

“妈妈的爱不仅仅是给孩子照护，还要给他们
教导，当他们的引路人。”隆德县沙塘镇党委副书
记魏萍说。

魏萍和她的“乖女子”倩倩结缘于 2019年。
“这个孩子 3岁时妈妈就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
她和父亲、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她父亲和奶奶
智力上有些缺陷，不能很好地照顾这个孩子。”

魏萍第一次到倩倩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锅碗瓢盆摆得满地都是，房子、院子里堆满了杂
物，无处下脚。“孩子就更别说了，小脸脏兮兮的，
衣服脏得泛着黑光，头发油得一缕一缕贴在头皮
上。”看到倩倩，魏萍心里五味杂陈。她赶紧和同

去的村干部帮忙收拾屋子，并烧了一壶热水，给倩
倩洗头发和脸。换了两大盆水，魏萍才把倩倩洗
干净，一个闪烁着大眼睛的漂亮小丫头出现在众
人面前。

走的时候，魏萍跟倩倩奶奶说，她以后当倩倩
的妈妈，会经常来看望孩子。

一句承诺，魏萍和倩倩结下了此生的缘分。
魏萍不定期去倩倩家聊天，给她梳各种好看

的小辫子，和她聊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慢慢地，
孤僻的倩倩变得开朗活泼了。她不仅爱干净了，
还会帮助奶奶打扫卫生，甚至在魏萍的鼓励下主
动融入学校的表演活动。

家住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镇黄铎堡村的林
林，与倩倩的经历有些相同。他从小失去父母，一
直由叔叔婶婶抚养。和大多数缺少父母关爱的孩
子一样，林林自卑、胆怯。

幸运的是，林林遇上了家住同村的“爱心妈
妈”黑学花。

在长期的陪伴中，黑学花发现林林在运动方
面很有天赋，她鼓励林林多练习跳绳、多参加跑步
比赛。在一次次竞赛中，林林得到了肯定，他的性
格逐渐变得开朗自信，学习成绩也稳步提升。

林林与倩倩一样，不再是孤独无助的孩子，而
是成长为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少年。

引路

10月 23日 6时 38分，贺兰县心理咨询师刘彦
春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

不用看，刘彦春就知道是“小枣子”的早读打
卡视频。

刘彦春是“小枣子”的“爱心妈妈”，而“小枣
子”是刘彦春给孩子起的昵称，在他们第一次见面
时，害羞的孩子胆怯地送给刘彦春一包从自家树
上摘的大红枣。自此以后，“小枣子”就成了孩子
和刘彦春之间独有的昵称。

“‘小枣子’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发视频打卡，坚
持一年多了，如今孩子的信息就是我的闹铃。”刘
彦春笑着说。

“孩子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爸爸长年在
外打工，孩子一直跟奶奶相依为命。”刘彦春说，与

“小枣子”第一次接触，发现孩子性格内向、沉默寡
言，那可怜、无助的眼神，一下子扎疼了刘彦春的
心。“我试着接近，过去拉住他的小手说，你愿意做
我的孩子吗？”“嗯。”“小枣子”点头后就立马缩回
奶奶身后。

为了打开孩子的心结，让孩子变得开朗起来，
刘彦春通过自己的资源让“小枣子”与山东一所
小学的孩子结对，孩子通过书信往来，互相
分享自己的家乡、美食、学习心得。因为
与“小枣子”结对帮扶的孩子学习成绩
很好，也调动了他的学习热情。“我
让孩子每天发学习打卡视频，不会
的题他会打电话问我，我购买大
量的书籍给他送过去，鼓励他
多读书，慢慢孩子学习兴趣提
升了，成绩也有了很大进
步。”刘彦春说。“我要好好
学习，以后上大学，靠知
识改变命运，让我奶奶跟
着我过上好生活。”“小
枣子”说。

“我们帮扶关爱不
仅是要陪伴，更关键的
是要扶智，让孩子们从
小有理想、有目标。”刘
彦春是这么想的也是

这么做的。
贺兰县金贵镇的“小二胡”是个小女生，她最

大的爱好就是拉二胡，刘彦春赋予了她昵称“小二
胡”。

说起“小二胡”，这些年刘彦春也操了不少心。
“小二胡”患有先天性脊膜凸出疾病，不能到

校读书，整日就靠一部手机打发日子。母亲担心
孩子的想法会受到手机影响，视力下降，所以限制
了她的手机使用时间。由此，母女二人产生了激
烈矛盾，无法调和。

2022年，“小二胡”的母亲向刘彦春求助。刘
彦春接到求助后立马奔赴“小二胡”家。“去了后发
现，母女俩关系的确很紧张，孩子对外人的排斥心
理也非常大，刚开始工作非常难开展。”刘彦春说。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彦春 20多次往返
于贺兰县城和金贵镇之间，一次次陪伴、一次次
心理疏导，“小二胡”的心结慢慢打开，开始接受
刘彦春。“在和孩子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她会拉
二胡，而且拉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和母亲闹矛
盾，二胡就放弃了。”刘彦春帮助“小二胡”重拾
二胡特长。在一次表演舞台上，“小二胡”一曲
《赛马》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她自此找到了自
信和人生方向。

今年，“小二胡”年满 18岁了，她成功考取了二
胡教师资格证。“有了教师资格证，她就可以出去
代课了。我会介绍她去一些培训机构、培训班教
课，有外出表演的机会也会让她参与。孩子有一
技之长，以后的路会更宽一点。”刘彦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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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您照顾了我7年，长
大了，我会把您和爸爸接到城里住”……

一帧帧画面，一张张至亲至爱的笑脸，让一桩桩温暖的往
事浮现。

看着孩子们共同录制的视频，“爱心妈妈”周海霞难掩心中
的感动，双眼瞬间噙满了泪水。

“他们不是父母不在了，就是父母残疾或重病。我没有孩
子，我把这些孩子当作亲生的爱护。”“爱心妈妈”周海霞说。

“我没有妈妈陪伴，但我的童年不缺母爱，邻居是我妈妈，
老师是我妈妈，同学的妈妈也是我妈妈，这些妈妈就像一束光
照亮了我的童年，教会了我乐观坚强。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
我想尽我所能为孩子们撑把伞，尽能力反哺社会。”“爱心妈妈”

刘彦春说。
在宁夏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存在于每个地市、各行各业，

经过千万人接力，像一束光护佑一株株风雨中的幼苗茁壮成
长，让这个世界薪火不灭，温暖明亮。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爱心妈妈”。

今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出台《关于组织实施特殊困难群
众关爱帮扶工程的意见》，将“爱心妈妈”开展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作为品牌工作写入文件。截至目前，自治区妇联
招募各类“爱心妈妈”1.4万余人、“爱心妈妈团队”286个，对全
区1.3余万名困境儿童开展“一对一”“多对一”的结对帮扶。

她们尽己所能，用实际行动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
人、守护人和筑梦人。

爱爱

筑梦

银川市紫园社区“爱心妈妈”入户了解困难孩子情况。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刘彦春给困境儿童买新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