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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宝岛台湾行A08

9月中下旬，大陆媒体一行10人前往宝岛台湾参访。从台北到台中，从新
竹到高雄，从都市到乡村，从学校到机构，所见所闻，除了直面感受台湾社会
及爱心人士对儿少权益保障高度重视倾注爱心之外，更是深切体验到两岸一
家的浓浓亲情。

开栏语

在爱美者圈中有这么一个说法：
要做面部整形去韩国、 做注射微整形
就去台湾， 台湾医生的微整形技术在
亚洲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尤其是台湾大小S以及其姐妹团
明星们大方分享他们的注射整形效果
后，让台式微整形更加风靡，不少求美
者为了体验真正的台式微整形而不远
千里飞向宝岛台湾， 求美台湾明星微
整形专家，台湾微整形男神教父，明星
微整形专家吕剑升就是台湾综艺明星
最喜爱的专家之一。

10月19日， 长沙瑞澜医疗美容医
院诚邀台湾明星微整形专家 吕剑升
教授来院坐诊， 让你不必漂洋过海就
能享受台式微整形的神奇变脸魔力！

即日起通过电话、 网络或微信等
各种方式预约即可获得豪华礼品和超
值优惠， 来院预约还有更多美丽惊喜
等着你！

十月求美季，台湾微整受追捧！

详情请致电长沙瑞澜医疗美容医院
免费咨询：400—0418—188�
美丽热线：0731—88277277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家是幸福的港湾
———参访台湾儿少权益保障及福利机构见闻之一

9月中下旬，包括本报在
内的大陆媒体一行10人，应
台湾陆委会的邀请， 前往宝
岛参访有关儿少权益保障和
福利机构。 尽管我们一行大
都是第一次到台湾， 但因为
从事媒体的关系， 对台湾社
会及风土人情并不陌生，加
上承办此次采访的旺报周到
安排，精心组织，虽然是短短
8天时间的采访， 浮光掠影，
管窥蠡测，却是收获良多，裨
益尽显。

家，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标志，亦是社会的细胞，更是
遮风挡雨的幸福港湾。 很多
孩子的不幸，实质上就是家
的不幸。 那些不幸的孩子，
要么被遗弃，要么被司法救
助，送到公办救济组织或是
社会慈善机构，他们面对一
个陌生的环境，再加上生理
或是心理的障碍，很容易产
生性格扭曲或者逆反心理，
自卑、暴戾非常态行为或许
会伴随他们一生。 如何让他
们正常地生活、健康地成长？
回归“家”中，或许才是最好
的良方。

从台北第一社会福利基
金会到新竹的少年之家，从
南投的陈绸少年家园到高
雄的六龟育幼院……我们
看到这些孩子们都生活在
一个一个“家 ”里。这里的
家，就是这些机构刻意营造
的一种氛围， 一个单元房
里，住着几个孩子，还有一
位保育员作为“家长”料理
他们的生活。孩子们住在这
里，就像是在自己原来的家
里， 没有陌生没有隔阂，不
光有各自的私人空间，还有
交流的公共客厅，与一个正
常的家毫无二致。

台北信义区，第一社
会福利基金会，主要
收养心智障碍少儿
生活设施
比自己家还周全

位于台北信义区的第一社
会福利基金会，是我们探访的第
一站。这家公助私营机构，发起
人赖美智女士是从美国学习心
理学归来。这家机构也叫台北市
私立第一儿童发展中心，主要收
养心智障碍少儿为主。除了日常
指导一些家长对障碍孩子进行

早期疗育训练外，中心还对一些
家庭难以照顾的障碍者全托服
务。而这些全托的孩子都是生活
在一个个“家”里，保育员负责他
们的生活起居，他们的父母可以
放心地去工作。在“家”里，各种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比他们
自己的家还要周全。

位于新竹的少年之家，收教
的大都是失足少女，相当于大陆
的工读学校，就在记者们感叹她
们的学校像花园时，她们的“家”
同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些未
成年少女，或因家庭变故，或因
误入歧途， 触犯了法律受到惩

戒，但她们的合法权益，包括受
教育权、隐私权等，同样受到尊
重。她们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受到呵护关爱，得到教育
引导。她们的“家”有钢琴也有电
视，有花草也有贴画，温馨与浪
漫陪伴她们成长。

新竹，少年之家，收教
的大都是失足少女
她们的“家”
有钢琴有电视

高雄六龟，山地育幼
院，收养病残弃儿
父子两代人用爱
融化孩子的不幸

高雄六龟的山地育幼院，创
办人杨煦老先生1948年就从山
东去台湾台北教书，1955年后
他来到偏僻的高雄六龟，一边从
事教育一边开始慈善，收养病残
弃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老
先生已然作古，他的儿子杨子江
先生接过了“义旗”继续父辈的

事业。现在的育幼院有50多个孩
子，他们白天去学校上课，下课
后回到自己的家，而这个大“家”
之外还有小“家”，也就是他们学
习生活的“家”。用杨子江先生的
话说，有了“家”，这些孩子就不
再孤单，他们的不幸就会慢慢融
化。

同样位于新竹的德兰儿童
中心，从1997年开始实施“家庭
制” 教养， 现在全院有6个小家
庭，每个家庭有8个孩子。每个家
庭由两位教保老师24小时轮流
照顾，促进孩子们培养健全的人
格，独立乐观的进取精神，让孩
子们在一个温馨、幸福的家中快

乐地成人。
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灵魂

的归宿。一个人从小到大，心智
体格能否健康完善，家的作用不
言而喻。台湾慈善及福利保障机
构经历多年的探索实践，总结出
的“家庭制”教养方式，真可谓善
莫大焉！

新竹，德兰儿童中心，
实施“家庭制”教养
两位老师24小时
轮流照顾8个孩子

老天有眼，血浓于水。这种血肉相
连的亲情， 不光是天然的同根同种的
认同， 更在于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爱心
与同情。

在此次采访中， 我们感受最深的
是这种爱心与亲情， 特别是对不幸的
孩子们的关爱， 在台湾社会根深蒂固
地存在。目前在台湾地区2300多万人
口中， 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451万
人，占总数的19.3%。而这些孩子特别
是“不幸”的孩子，享受着各级机构和
社会组织提供的全方位的权益保障和
福利服务。这些保障和服务，不仅是保
证经费的充裕、设施的完备，而且在心
灵的呵护、尊严的保护、成长环境的营
造等方面，都是独运匠心，极尽爱意。
尤其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家” 的理
念处处都洋溢着人性的光辉。

就在我们赴台采访期间， 两岸媒
体都在关注四件大事， 阿里巴巴在美
上市、 网球天后李娜退役、 苏格兰公
投独立未果、王菲谢霆锋复合。

有同行笑称， 这四条新闻分别说
明了四点：一个时代开始了，一个时代
结束了， 一个时代刚想开始就被结束
了，一个以为结束了的时代又开始了！
更有同行煞有介事地说， 我们这次赴
台采访，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说明一
个早就开启了的两岸互动交流的时
代，永远也不会终结了。你看，台风“凤
凰”从台南登岛后，见着我们都知趣地
绕着走了， 生怕打扰了我们的此次交
流采访活动。

抵台
台风“凤凰”都知趣地绕着走了

感受
“家”的理念处处洋溢人性的光辉

直击
不幸的孩子都生活在
一个一个“家”里

台湾托幼机构一个“阿姨”只能照顾5-6个孩子，这是为了让孩子们更能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新竹少年之家的电脑教室，这里的孩子受到和
外面一样的教育，学籍保留在原来的学校，学业学
历不受影响。 记者 张承贵 摄

佛光山大慈育幼院孩子们的“家”，他们的活动
空间相当于外面的游乐园。

■本报记者 张承贵 张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