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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困境的孩子，何以望星空？”系列报道①
福利院的孩子是怎样长大的？

本报记者 冯叶

家住岳塘区双拥中路的颜轲小
时候因病导致双腿重度残疾，但他自

强不息，不向命运低头，不仅考上了
大学，毕业后还自学插花艺术，现在

已成为一名插花花艺师，经常向市民
义务传授插花技巧，传递着满满的正
能量。

5月 30日，我们来到颜轲的插花
工作室。工作室里摆放着玫瑰、红掌、
绣球花等数十种鲜花材料和十多件刚
刚完成的插花作品。“这件作品采用的
是西式插花法，只用了康乃馨、玫瑰等
鲜花与一些线条优美的枝叶进行搭
配，从造型上看，给人一种向上的力
量，因此我取名为‘扶摇直上’。”颜轲
双手撑着拐杖，向我们介绍着他的插
花作品。随后，颜轲现场展示了传统
插花技艺，一个花篮、两三青枝、几朵
鲜花，在他的巧手之下，很快就变成了
造型精美的花篮。

今年 36岁的颜轲，1岁多时因疾
病导致身体残疾，走路一瘸一拐。虽
然身体残疾，但是颜轲从小就学习刻
苦，最终考上了湖南工程学院学习平
面设计。大学毕业后在长沙一家 IT公

司从事网站平面设计。2013年，他偶
然接触到花卉行业，十分感兴趣，于是
辞掉工作，回到湘潭开了一家鲜花
店。由于颜轲经营讲诚信、服务态度
好，很快就把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在开花店期间，颜轲开始学习插花技
艺。“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大学学的是
设计专业，对色彩搭配有一定的理解，
除此之外，我还专程到长沙进行了学
习。”颜轲说，为了锻炼技艺，他常常一
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反复调整鲜花的
搭配，修剪花枝等。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年时间的实践摸索，他慢慢摸
出了门道，其插画作品得到了行家的
认可和赞誉。在去年的湖南残疾人技
能比赛上，颜轲还获得了插花技能竞
赛第二名。

颜轲插花有了名气后，经常在街
道、社区义务教居民插花；面向残疾人
免费开展花艺培训，传授插花技艺、养
花心得等。现在，颜轲还专门开设了
插花直播工作室，在线上免费传授插
花技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花人士
关注。颜轲说，在他看来，插花不仅美
化生活，还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同时，
插花还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因
此，他非常希望有更多人学习这门艺
术，把插花融入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郑镱慧子）日
前，我们从市人社局获悉，各社保
卡合作银行将每半年定期处理已
制卡半年以上未领取的库存卡。
还没有领取或已经领取未激活社
保卡的市民，请赶紧到社保卡发卡
网点办理领取及激活手续。

由于多种原因，我市有部分社
保卡未发放到参保人员手中。为
创建我市社保卡安全用卡环境，
确保市民正常用卡，今年起，我市
各社保卡合作银行将每半年定期
处理已制卡半年以上未领取的库
存卡。未领取或已经领取未激活
的 2020年 10月 1日之前的社保卡
的持卡人，请尽快凭本人身份证
到社保卡发卡网点办理领取及激
活手续。

“市民朋友如果不清楚自己的
社保卡情况，可以通过智慧人社
App、支付宝、微信或者拨打热线电
话0731-52616360查询。”市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我市各社
保卡合作银行也陆续开始通过短
信、电话通知已制卡未领取或已领
取未激活的社保卡持卡人前往办
理相关手续。市民朋友如接到通
知，请本人尽快携带身份证前往相
应银行网点领取社保卡，领取、激
活社保卡不收取任何费用。各社
保卡经办机构和银行不会以任何
名义要求持卡人进行线下线上交
易，请勿轻信转账等收费信息。

另外，如果市民的库存卡已被
注销，可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合作银
行即时制卡网点重新办理社保卡。

“您好，很抱歉地通知您，您的
爱犬因心力衰竭，在今天下午 3点
24分去了‘汪星球’。”5月28日，市
民蒋女士接到了宠物医院打来的电
话，被告知陪伴了她12年的宠物狗
死亡。悲伤过后，她通过宠物医院，
联系了长沙一家宠物殡葬机构，为
爱犬处理“身后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铲屎官”“遛狗达人”不仅关注宠
物的生活条件、环境，对处理宠物
的“身后事”也丝毫不含糊。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也对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
的无害化处理有明确规定。目前，
我市宠物“身后事”市场需求如
何？是否有专门机构承接该业
务？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宠物尸体如何处置成难题

近年来，在养宠群体规模不断
扩大和宠主越来越“舍得花”的双
重驱动下，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得到
迅速扩展。《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消费报告）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突
破1亿只大关，达到1.0084亿只，消
费市场规模也达到 2065亿元。据
市农业农村局兽医科统计，截至目
前，我市市城区的宠物犬猫大约在
1万只左右，其中以宠物犬为主。

受生活环境等要素影响，宠物
犬猫的寿命长短不等，大多只有十
余年，最多也只有20年。它们死后
如何处理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

市民唐志（化名）因喜欢宠物
狗，也看好宠物市场，曾在 2015年
开办了一家犬舍，最多的时候饲养
的成犬有20条。“养的数量多了，偶
然也有因犬瘟、细小等疾病死亡的
犬。”唐志说，那时候湘潭并没有专
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和单位，
考虑成本因素，他将宠物尸体自行
掩埋，若是体型较大的犬种，掩埋
后采取撒生石灰等方式进行简单
的消毒。

“我在附近的公园直接将它埋
了。”一位饲养宠物的市民告诉记
者，她曾因为找不到处理机构，最
后不得不选择自行处理，在家附近
的公园将宠物猫就地掩埋。

“我是用一个小盒子把它装起
来，交给了附近的环卫工人，请他
帮忙处理的。”除了直接掩埋，也有
市民将自家宠物尸体交由环卫工
人代为焚烧处理的。

湘潭宠物行业协会会长李俊
峰介绍，感染传染病而导致死亡的
宠物，其体液还可能传染其他动
物，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对于
正常死亡的宠物，宠物主人的正确
殡葬方式应为火化或深埋。相对
而言，宠物火化是更为安全、环保
的殡葬方式。

八成宠物主愿意
选择无害化处理

上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明确，从事动物饲养、
屠宰、经营、隔离以及动物产品生
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
好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
化处理，或者委托动物和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场所处理。

湘潭的爱宠人士不禁会问，哪
里可以对宠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
理？

2018年，我市设立了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中心，专门对病死的畜
禽如猪、牛、羊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也有偿承接病死小动物的无害化处
理业务。除此之外，我市并无有资
质的商业机构可承接宠物无害化处
理业务。但长沙已有五六家宠物殡
葬服务机构，服务范围辐射我市。

“如果遇到宠物死亡的情况，
我们会首先建议宠物主对尸体进
行火化处理。”经营宠物医院的李
俊峰告诉记者，随着附近城市一些
宠物殡葬专业机构的出现，八成宠
物主在宠物死亡后愿意选择通过
这些机构对宠物尸体进行火化。

这些机构大多提供上门接送
服务，对宠物尸体火化的收费从几
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一般来说，10
公斤以下的宠物猫狗，集中火化的
费用约为 500元，单独火化的费用
约为 700元。根据宠物猫狗的体
重、体型不同，价格有所浮动。除
了尸体火化处理外，少数宠物主甚
至还购买悼念仪式、骨灰制作饰品
等相关增值服务。

就此收费标准，记者采访了多
名城区宠物主，大多数人认为，这
个价格在可承受范围内。

目前我市尚能满足
宠物殡葬服务需求

可见，随着宠物数量的增加，
宠物产业链下游的宠物殡葬服务
市场，需求也逐渐扩大。我市宠物
行业协会的几家会员单位，也曾计
划甚至尝试成立宠物殡葬的专业
机构，但都因投资大、所需证照多、
选址难度大等现实问题搁浅。

记者细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发现，设立动物饲养场
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
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
所，应当具备6个条件，包括场所的
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
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
离应符合规定；生产经营区域要封
闭隔离；要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污
水、污物处理设施，病死动物、病害
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
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以及清洗消
毒设施设备等。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对宠物
殡葬的需求越旺盛。”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坦言，一方
面，成立一家宠物殡葬专业机构的
成本很高，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
高，综合各种因素，目前我市尚未
开设宠物殡葬专业机构，在情理之
中；另一方面，就目前我市的情况
来看，宠物的人均拥有量不算太
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能满
足需要，加之周边城市已出现专业
机构，我市城区宠物的殡葬业务需
求基本能得到满足。

“动物那些事儿”系列报道③
宠物也办“告别仪式”

本报记者 陈姿雯

半年以上社保库存卡将被处理
未领取或未激活的请抓紧时间！

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一名残疾青年的励志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陈旭东

颜轲在进行插花创作。

福利院的孩子们在教室上课。（本报记者 方阳 摄）

哲学家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头顶上璀琛的星空，二是心中高尚的道德律。”而对一个社
会而言，道德的底线是法律。

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由民政部门牵头。而民政部门是
民生兜底部门，主要负责对困境未成年人（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流浪未成年人）实行分类施策保
护。这意味着，国家在修法时，将重点放在了这些身处困境的特殊孩子身上。守护这些孩子，就是守护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本期开始，我们走进我市困境未成年人的生活，以最大的诚意，邀您一起关注——“身处困境的孩子，何以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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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市社会福利院的生活
区，护工赵美莲刚腾出手，便马上来到
小林子（化名）的床前，给他翻身。因
患有重度脑瘫，3岁的小林子手和腿都
只有同龄孩子一半大小。赵美莲帮他
翻身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弯曲，如同
一块钢板。

我们难以想象，这样的孩子要如
何长大？他的亲人将他抛弃，可护工
们却抢着说“这是我的小孙子”；他或
许一辈子都要躺在床上，但他的眼睛
里，分明闪烁着天真的光。

养 在这里，有了家人

像小林子一样，福利院里的孤儿
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多患有先天性
疾病。养大这样的孩子，需要抚养人
有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赵美莲在福利院负责照料 8个孩
子的生活。小林子的吞咽功能有问题，
只能吃奶糊，每餐需要吃300毫升。赵
美莲每喂一次，最少需要1个小时。

除了喂食，每日擦身、按摩少不
了。“你看他的手，来福利院 3年了，几
乎没有张开过。”赵美莲摸着小林子的
手，满脸心疼。因为脑瘫的缘故，小林
子全身僵硬，两手始终握拳，赵美莲每
天都要给他翻身好多次，轻轻地给他
擦洗身体，再挨个手指头掰开擦洗，因
为有这样一位“奶奶”守着，小林子的
身上没有褥疮、没有脏处，房间里也没
有任何异味。

赵美莲不知道小林子的病是否能
得到治愈，她只知道，哪怕这个孩子一
辈子躺在床上，她也认这个“孙子”，

“他每次到了饭点，看到我拿奶瓶过
来，高兴得不得了，那个表情我永远忘
不了。”

比小林子幸运一些的孩子，身体
状况好一些，会进入“类家庭”成长。

去年 9月，谭大姐在福利院内有
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 4个新认
的孩子。“老大、老二、老四一间房，我
和老公带着老三睡一间房。”谭大姐

说，他们夫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亲如

一家人”，“孩子们一开始彼此称呼大

哥、四弟，熟悉之后就直接叫名字了，

但叫我们都是爸爸妈妈。”

这样的家庭除了没有血缘关系，

其他与正常家庭无异：爸爸负责做家

务，妈妈负责 4个孩子的功课辅导和

洗澡，“万一哪天他们被人领养了，我

和孩子他爸想想都心里泛酸，舍不

得。”谭大姐说。

在福利院，按照“三个一批”（集中
养育一批失能、半失能孤儿，“类家庭”
养育一批孤残儿童，分区养育一批成
年孤儿）分类养育的方法，所有孤儿均

得到了有效安置。

治 在这里，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对于部分福利院孩子而言，长大
成人之前，还得经过一道“健康考
验”。先天性疾病困扰着这些不幸的
孩子。

谭大姐家的“老四”昕昕因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被家人遗弃，2018年被送
到福利院时才 6个月大。那时的他心
跳很快，气喘得厉害，免疫力也很差，
常常感冒、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如果
不进行手术治疗，容易出现心脏功能
衰竭，最终导致死亡。”福利院门诊部
的张医生介绍，2019年，昕昕通过省民
政厅的“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
项目，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了
手术。

现在，昕昕已 3岁多了，即使跑起
来也不会大喘气，每天还热衷跳舞给

“妈妈”谭大姐看，看起来十分健康。
而每天的身体检查也印证了这一点：
昕昕的心脏功能正常，部分指标还优
于正常孩子。

福利院孩子身体素质相对较差，
因此院内有自己的门诊部，每天 24小
时有医生护士值班。为守护孩子们
的健康，医护人员每天会对全院孩子
进行 3-4次体温检测、肺部听诊，观察
皮肤状况等，发现普通病况即刻处
理；若孩子出现急性病情况，则通过

“签约绿色通道”送往市三医院、市一
医院等处治疗；对像昕昕一样的重大
疾病患者，则向“明天计划”项目提出
申请，去北京、上海、长沙等城市进行
手术治疗。

康 在这里，有了健康的可能

与小林子身体“硬如钢”相反，水
灵儿的身体则是“软似泥”。

水灵儿今年7岁多了，患有染色体
综合征，到三四岁大时才能站立，现在
走起路来虽然有些摇晃，但好在性格活
泼好动，身体康复速度一天天见长。

“最开始的时候只能教爬，再教
坐、站、走。同样的动作，正常孩子一
个月学会的，她得花好几个月甚至一
年。”照顾水灵儿的护工说，“有时感觉
很有挫败感。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
却很难看到进步。”

市福利院每周一至周五都会有康
复课，来自市妇幼医院等处的专业康
复师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身体情况，制
定不同的康复训练计划，如运动治疗、
作业治疗、感统治疗等。在这里，每个
孩子都有一本康复档案。

关关（化名）的康复档案中，记录
了他几年来的变化。

关关的腿有些问题，总是用前脚
掌走路，为了训练他正常走路，康复师
只能跪在地上，以手抓住他的后脚跟，
帮他正常行走。这样一个来回，就是
十几分钟，几个来回下来，康复师腰也
酸了，腿也痛了，但关关的腿一天天好
了起来，现在已经能正常行走了。

教 在这里，长大成人

福利院的孩子在哪里上学，是很
多人的共同疑问。

在福利院内，有一个特殊的教室

——由市福利院和市特殊教育学校联
合办学的特教班。在这里，一些智力
发育迟缓、无法正常进入校园学习的
孩子，也同样拥有受教育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教他们认识数字、
区分性别、分辨颜色……”这是认知课
老师的教学范围。除此之外，特教班
还开设了音乐、手工、游戏等课程，目
的在于给孩子们普及基本常识，唤起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兴趣。

还有部分孩子，在市特殊教育学
校上学，能得到更专业的陪护和更精
准的教学。除此之外，不少孩子在正
常学校就近入学，和常人无异。

“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学校了。”
在板塘铺一小学上三年级的孩子小雪
说，“因为我的同学们都好聪明，我喜欢
和他们玩。”小雪从小在福利院内长大，
性格开朗，并没有因为这个身份，感到
自卑或难过，“我过去是小组长，可这个
活不太适合我，这次重新选小组长，我
退出了竞选，终于可以‘离职’啦！”

“不想做小组长，那你想做什么
呢？”我们问。

“我现在主要想一门心思搞好朗
诵。这次学校搞庆典，我被选中参与集
体朗诵节目。我喜欢这个！”小雪答。

当孩子有了主见，就是他们长大
成人的开始。这份成长，无论来得早，
或晚，只要大人们不放弃，福利院的孩
子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

我们即将离开之际，小林子的两根
手指突然动了几下。这个看似简单的动
作背后，我们难以想象，他付出了多大的
努力。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那一刻，我们
发现了他眼睛里天真的光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