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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因家庭变故被送到市儿童
福利院，那一年我 6岁。2005年，为了让
我有更好的学习环境，院里把我送到了吉

林省孤儿学校读小学和初中。2013年初
中毕业后，院里根据我的意愿，把我送到
辽源职业高中幼师专业读中专。2015年
中专毕业时我才 17岁，因为年龄太小，院
里就让我继续上学读书。于是，就把我送
到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服务与管
理专业读大专。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留在
了北京，先后从事过文职及财务相关工
作。

工作期间，认识了我老公，他是北京
人。今年，我们领证结婚了。结婚之前，
我带丈夫回辽源见家长。辽源市儿童福
利院就是我的娘家，院里的叔叔阿姨和弟
弟妹妹都是我的娘家人，而陶叔就是我的
家长。就是这一次回来，我发现陶叔的头
上又多了些许白发，脸上也长了皱纹。这
些年，他为我们院里的孩子付出得太多
了。

借此机会，我郑重地向陶叔及院里的
叔叔阿姨们道一声：“谢谢！”是你们给了
我完整的童年，让我接受良好的教育。
虽然现在我已长大成人，结婚孕子，
但你们的恩情我永生不忘。是你
们让我明白，孤儿不孤，孤儿处
处有亲人，人间处处有温
暖。无论我走到哪里，辽
源市儿童福利院都是
我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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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之前，我曾经流落街头，10岁
之后，我进了辽源市儿童福利院，有了
温暖的家。

初到院里，我忐忑不安，充满了戒
备。但渐渐地，我发现院里的叔叔阿姨
和父母没什么两样，院里的孩子们也像
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
庭。

小时候，由于家庭变故，一年级还
没读完我就辍学了。来到院里后，又直
接“跳级”到三年级。看着同学年纪都
比自己小，而知识却比自己丰富，我渐
渐地自卑了，变得沉默寡言不合群。为
此，院里的叔叔阿姨想尽了办法鼓励
我、开导我。

一次，来院里献爱心的黄涛姐姐和
我聊天，问我喜欢什么，我脱口而出：

“钢琴。”她笑着说：“巧了，我就是钢琴
老师。”从此，我走上了钢琴之路，也为
我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

在院里叔叔阿姨的关心呵护下，我
顺利读完小学和初中。虽然当时学习

成绩并不理想，但院里不想让我“辍
学”，陶叔和黄涛姐姐经过反复研

究，决定让我读高中。随后，以
院里的名义找相关部门特

批，我进入辽源市实验
高中读书。

由于从小基
础差，高中时期

文化课我基

本跟不上。为此，院里为我找“高教”一
对一补习。高考前夕，为了让我没有思
想包袱，陶叔和我说：“你只需要保持好
状态，参加高考，其他一切都有我呢！”

2014年高考，我作为钢琴特长生，
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音乐系。
很多人都知道，大学艺术类专业是非常

“烧钱”的，而我念的三本院校艺术类专
业就更需要用钱“堆”了。

为了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家也能
练琴，院里领导顶着重重困难和压力，几
经会议讨论，最后以院里名义申请，经市
民政局审批，花了一万多块钱给我买了
一架钢琴，还单独设置了琴房。

2019 年，我大学毕业。回到辽源
后，我一边实习，一边做考取教师资格
证的准备。

我的成长经历多变而曲折，但我又
是如此的幸运，被党和国家关注着，被
院里的叔叔阿姨呵护着，被全社会帮助
着。回头想想，有时我自己都觉得有些
不可思议，曾经的流浪儿，居然能从小
学到读大学、当老师……

现在，我要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
的人民教师，不辜负党和国家以及所有
帮助过我的人；工作之余，我要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回馈社会。

最后，我要和院里的弟弟妹
妹说一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只要你朝着目标方向
努力，就一切皆有可能。”

福利院走出来的大学生福利院走出来的大学生

市儿童福利院是帮我找到过去、抚育我长
大、给我美好未来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定居北
京，但那里永远都是我的牵挂、我的家。

从小，我和父亲一起生活。8岁那年，父亲
病逝，我被送到了市儿童福利院。那时，我还
说不清父亲名字，性格也很孤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熟悉了院里的一切，
接受了在那里工作的叔叔阿姨及一起生活的

兄弟姐妹。院里的叔叔阿姨待我们和自家孩
子一样，天冷怕冻着，天热怕晒着。

2015年，我从吉林省孤儿学校高中毕业，
进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
专业读大专。

上大学之前，我的户口在吉林省孤儿学
校，所以，上大学的生活补助是由学校出，院里
不承担。但陶爸爸（院长 陶景才）为了让我在
大学里能生活得轻松些，在院里又为我申请了
一份补助。他说：“一个小女孩儿独自在千里
之外的湖南读书，要穷家富路，在学校你就好
好学习，生活上别委屈自己，有困难就联系
我。”

上大学后，我打电话和陶爸爸说想寻根，
但当时我除了知道父亲已逝外，其他一无所
知。为了完成我的心愿，陶爸爸通过多方关
系，先确定了父亲的准确信息，又在殡仪馆托
人多次查找才找到父亲的骨灰盒。后来，又通
过父亲生前好友得知我家是回族，在辽源我还
有一个表哥。之后，陶爸爸又找到辽源清真寺
负责人说明情况。最终，我们一起将父亲安葬
于清真墓地。

2018年大学毕业，我面临着人生的又一选
择——去哪座城市、在哪里发展。最后，院里
的叔叔阿姨经过几番讨论研究，建议我到首都
北京发展。大城市机会多，发展空间大。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结识了我丈夫。他是
北京本地人，父母健在。今年国庆节，我们在
北京领证结婚。现在，我的人生知来处，有归
宿。这一切，都因为有我的陶爸爸。亲生父母
给了我生命，陶爸爸给了我未来。

父母给了我生命
陶爸爸给了我未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 何远南

福利院圆了我的钢琴梦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毕业生 刘永玉

无论走到哪里
福利院都是我的家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毕业生 赵若丹

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的一切
辽源市儿童福利院成立于1998年，2003

年独立并迁于现址，是隶属于民政局的公益类
事业单位，为孤残儿童及弃婴提供养育、治疗、
教育、康复、安置等服务。

近年来，该院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下，秉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
切”的宗旨，坚持“博爱、善行、健康、和谐”的理
念，为院里的孩子们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成长、
生活环境。

市儿童福利院在保证孤残儿童的基本生
活需要和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还致
力于为孤残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
空间，让他们和正常儿童一样健康成长。对
符合入学条件的儿童全部协调到辽源地区较
好的幼儿园、小学以及初、高中接受教育。对
能够继续求学深造的儿童，将一直供他们读
书，直至大学毕业，再协调安排就业，尽最大
可能为孩子们提供最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

一直以来，院里将适龄儿童的德育教育放
在日常工作的首要位置，尽可能为孩子们创
造良好的读书机会。通过员工重点帮

带，以家长身份与学校老师进行沟
通对接，了解孩子在学校的

学习情况，掌握他们
的学习进程，然

后帮他们

制定学习计划并及时进行课后辅导。每年的
寒暑假，院里都有专门的辅导老师为孩子们辅
导作业。不仅如此，院里还根据孩子们的不同
兴趣爱好，因材施教，特此配备了钢琴、电子
琴、吉他和黑管等乐器，供有艺术爱好的孩
子们学习使用。

2014年至今，院里已有8个孩子
分别考入了北京民政干部管理学
院、长沙民政干部管理学院、东
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学院
辽源分院、大理大学等院
校学习深造，实现了
他们的大学梦，成
就了他们的别
样人生。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上大学。高三那年，由于学习
压力大，我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导致成绩直线下滑。
院里的叔叔阿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有的为我在家
做好吃的；有的找我谈谈心。晚上放学回来，食堂的
叔叔怕我饿肚子，会提前为我准备夜宵。正是他们的
关爱，才使我坚强地度过了高三那段“关键期”。

高考前夕，院里为我买红色衣服，院长带我到家
里吃饭。高考那几天，院领导和院里的李洪超阿姨更
是每天陪考。我在里面考试，他们在外面“忐忑不
安”。每当我走出考场，看得出，他们都想问我考得怎
么样，但是为了不给我压力，他们又忍不住问。高考
等成绩的前一周，全院都在“煎熬”。成绩一公布，李
洪超阿姨便第一时间上网查询，我的高考成绩是463.1
分，比平时模拟考试高出50分左右。有了成绩，又面
临着报考，我的成绩应该报哪里，适合学什么，将来就
业方向……又成了全院的头等大事。最后，根据我的
高考分数、性格特点及个人意愿，结合“报考专家”给
出的综合意见，我填报了大理大学工程学院。

在等录取通知书那段时间，全院又陷入了“焦虑”
之中。我的分数不高不低，填报的学校不大不小，被录
取的几率可多可少。李洪超阿姨每天吃不香、睡不好，
满脑子都是“录取通知书”。她和院里其他阿姨说：“这
几年，我看着小文一步步成长，见证了她的每一次进
步。从初中到高中，每次家长会都是我去开，她就像我
女儿一样。这一纸通知书，事关孩子的前途命运，我怎
能不焦虑呀！”这期间，网上一直查不到我的录取信息，
李洪超阿姨便三天两头给大理大学招生办打电话，而
每次校方给出的回答都是：“以官网公布为准。”

终于，9月 6日，网上查到，我被大理大学工程学
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录取。那一刻，我还有点没缓
过神儿，而李洪超阿姨却激动地热泪盈眶。陶景

才院长高兴地连连对我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孩子，你是咱们院里培养出的第一个正规统

招本科大学生，给弟弟妹妹们做了个好
榜样！”

之后的日子，就是大家为我做
上大学的各种准备。副院长

陈安然（陈哥）带我去买
生活用品，支助

我多年的
企业

家吕辉叔叔再次为我出资
买新笔记本电脑。他还告诉
我，大学四年的学费他全管了。市
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以及多家爱心企
业也纷纷前来祝贺并为我捐资助学。

出发前几天，院里所有家人都对我进
行父母般的千叮万嘱，都希望我在照顾好自
己的前提下，努力学习，将来学有所用，报效党
和国家。

9月24日，陈哥送我去学校报道。那是我第一次
走出吉林省，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感到自己即将要奔向

“诗和远方”。
到了大理大学，这里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这就是我梦

开始的地方。他背靠苍山，远眺洱海，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
山、水。这里像一片大海，我仿佛就是那一叶小舟，小心翼
翼地行驶在海上。

上大学以前，辽源市儿童福利院就是我的家，院里
的所有成员都是我的家人。上大学以后，我是离巢
的小鸟，必须要尽快褪去身上的稚嫩羽毛，长出
坚实的羽翼，独自面对学习和生活。刚开学
的那段日子，凡事我都很谨慎，生怕自己
哪里做错。但同时我也知道，即使身在
千里之外的异乡，辽源市儿童福利
院这个大家庭也永远是我最坚强
的后盾和避风的港湾。现在，
无论身在何处，我都底气
十足，无论我走到哪里，
辽源都是我的家，辽
源市儿童福利院
永远都是我割
舍不下的牵
挂。

我的高考“历险记”
大理大学工程学院大一学生 文思宇

何远南

◀◀刘永玉刘永玉

▶▶赵若丹赵若丹

今年高考，市儿童福利院的小文同学以463.1分的成绩被大理大学工程学
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录取，轰动一时。近年来，市儿童福利院已先后培养出8
名大学生。目前，有7人已完成学业步入社会，成为了不同领域的有用之才。

一个普通家庭为了一两个孩子的成长及学业，家长时常手忙脚乱，心力交
瘁。在儿童福利院这样的特殊家庭里，5年时间培养出8名大学生，这是如何做
到的，这些福利院的大学生又是怎样“炼成的”？故事里自有答案！

文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