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兩點，氣溫不像白天那麼高，王浩楠要頂着睏意起床，為已經熟睡的孩子們關掉已經開了半宿的風扇。回

到床上，王浩楠還能再睡上兩個小時，到了凌晨四點，他就要準時起床給四十幾個孩子準備早餐。

「今年夏天太熱，就給孩子們安上了風扇，不然晚上睡不着。等後半夜冷下來，得起來把風扇關掉，不然容易

感冒，孩子太小沒辦法自己關。」今年42歲的王浩楠，已經成為449個孩子口中的「老爸」了。他在吉林省長春

市創辦的「愛心之家」已經有16年了，現在有45個孩子寄宿在這裏，這些寄養的孩子多是監護人失去撫養能力、

家境貧困的或是孤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林凱 吉林長春報道

每天晚上19:30前，王浩楠都會準時出現在直播間，通過直播
賣東北特產，是「愛心之家」目前唯一的收入。「我自己創業過，
早年間幹過工地，經營過浴池，還開過幾家小飯店，後來受大環境
影響或是轉讓或是賣了。當時即使養活很多孩子，生活條件也是不
錯的。這些項目相繼出現問題後，養活這些孩子就逐漸變得吃力
了。」王浩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後來生活條件越來越差，
但他從未想過要放棄這些孩子。「這些孩子已經失去了一次家庭，
不能讓他們再失去一次了。不能在咱條件好的時候就養着孩子，條
件不好的時候就撒手，那樣的事咱們做不出來。」

靠直播帶貨為生 仍存不小壓力
「一般情況下，直播一晚上能賺300到500元（人民幣，下同）左
右，這些錢就正好夠這些孩子們第二天的開銷了。要是賣得不理
想，就多播上一會，等到錢夠第二天買菜再下播。」王浩楠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直播是「愛心之家」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前
幾年打零工的時候摔傷過，後來沒辦法從事體力勞動就只能靠直播
來維持生計了。」
王浩楠抖音平台有24.6萬粉絲，每晚直播也總有一批鐵粉守候，

即便直播間收入比較穩定，但要維持「愛心之家」的運轉還是有着
不小壓力。「上半年還好，下半年的壓力就會大上一些。9月份有11
個孩子要上小學了，算上之前的兩個，今年下半年有13個上小學
的；五個上初中的；高中一個；大學三個。」王浩楠算了一筆賬，
場地支出每月就要一萬元，上小學的孩子一個月飯費要300元出頭，
義務教育階段免除學費，再加上學雜書本班費，11個孩子一個月需
要多8,000元的支出，下半年的經濟壓力就要大上很多。
「從『愛心之家』走出的孩子都很自立，他們的共情能力很強，

都能體會到『愛心之家』的不容易。到了大學，所有孩子都會勤工
儉學，大二以後的學費和生活費基本不用我再操心。」王浩楠欣慰

地說，學習好的孩子會去當家教，差一些的也會去飯店做服務
生，從「愛心之家」出去的孩子都很能吃苦。「像是給他們生活
費，我都要把錢強塞給他們，在手機上發紅包都不領，等到我生
氣，有的孩子才會去領。」

「願望很小，只想讓孩子過得好」
最近，王浩楠也在和妻子商量能不能開個小店，多賺點錢讓孩子
們生活條件更好一些。「想要養活這些孩子還是得有穩定的進賬，
因為沒有本金，就想着和妻子商量弄點投入小的項目。讓這些孩子
生活更好些，都在長身體的時候吃點好的，同時也能讓社會上質疑
的聲音少一些。」王浩楠表示，總會有人來質疑自己不能給這些孩
子帶來更好的生活。「現在靠網絡來賺錢，我覺得只是一個過渡
的，有自己的買賣還是很重要的。」談及未來，王浩楠憧憬滿滿，
「我的願望很小，好好努力，讓我的孩子們過得更好一點。」

「「不能讓孩子再失去一次家庭不能讓孩子再失去一次家庭」」

 &

擬將「愛心之家」做成正規社會公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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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當時26歲的王浩楠還在工地打工，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了跟着爺爺
在工地周圍撿廢品的龍龍。
「龍龍算是第一個寄養在我這兒的孩子。遇到龍

龍的時候他才三歲，跟着爺爺撿廢品維持生計，居
無定所，到了晚上就睡在工地旁的空地上。有的時
候工地做好吃的，我就會給他們爺倆送過去，一來
二去就熟絡了起來。」王浩楠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龍龍原名叫黃龍，父母離異後杳無音信，最終
撫養的責任就只能落到了龍龍年邁的爺爺身上。
到了雪季、雨季，王浩楠還會邀請爺孫倆到家裏

居住。「到了冬天或是下雨，我看那孩子在外面住
太遭罪了，就邀請他倆到我家裏住。當時我在工地
旁自己租了一個小屋子，邀請過幾次但是都被爺爺
拒絕了。後來有一次他爺爺主動找上我，讓我收養
龍龍，意思是他感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王浩楠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後來龍龍便寄宿在他家
裏，最開始爺爺還總會來看龍龍，但沒過多久就失
去了聯繫，應該是已經不在了。
「因為自己『淋過雨』，所以也想盡自己最大的

能力，為這些可憐的孩子『撐起傘』。我從小就是
孤兒，在福利院中長大，離開福利院後不認識字，
也沒有戶口，後來稀里糊塗就進入社會了。每次看
到這些孩子就都會想起自己的童年，不希望這些孩
子和自己一樣，就想着給這些孩子建一個能夠遮風
避雨的地方。」王浩楠說，每當看見可憐的孩子，
他都會讓這些孩子免費寄宿到自己的家裏，後來寄
養的孩子越來越多，便有了這個大家庭。

孩子多為孤兒 接收會多方核實
「每一個孩子都會有一個編號，即將要接回來的孩

子是第450號。這個孩子的情況是父親得了癌症，母
親就獨自離開了，只留下他一個11歲的男孩，父親
時間不多了，孩子沒辦法自己活下去。」王浩楠表

示，寄養在他這兒的孩子有幾種類型，多是孤兒，或
是父母重病沒有撫養能力，還有就是父母入獄的。
雖然孩子不是收養，不需要履行相關法律程序，

但為了接收得明白，王浩楠會多方核實。反覆確認
沒有監護人或是監護人沒有能力撫養後，他還要請
孩子所在村子的村委會或是轄區派出所出一個證
明，說明基本情況。孩子的戶口繼續保留在原來家
庭或者遷到親戚的戶口簿上。

為維護孩子自尊拒絕社會捐助
在王浩楠家的寄養規模越來越大後，有不少愛心人

士聞訊前往探望。但自始至終，王浩楠都不曾接受社
會人士的資金捐助。「『愛心之家』有了一些名聲
後，就總有愛心人士想來捐助。他們來看望孩子我本
是不應阻攔的，但是很多人來了後都會向孩子問一些
難以回答的問題，類似『你爸爸媽媽呢？』『你為什
麼會寄宿在這裏？』等，這些問題把孩子都問懵了，
大人都很難回答，更何況那些孩子。」王浩楠表示，
一些愛心人士不經意的問題，有時會給孩子心靈帶來
很大傷害，雖然是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很多問題會傷
害到孩子的自尊。「而且有一些孩子本身就比較敏
感，接受別人東西，很多孩子會覺得是受了外人的施
捨，這對他們幼小的心靈是一種創傷。」

言傳身教 教育孩子自強自立
「先做人，後學習」是王浩楠教育孩子的理念。

「我從小沒念過書，沒辦法教孩子太多文化上的知
識。但是這十幾年和孩子們接觸，或是自己實踐總
結，或是請教學習，現在也總結出了自己的一套教
育方式。從『愛心之家』出去的孩子，一定是一個
正直、獨立的孩子，不能保證對社會有多大貢獻，
但一定不會給社會添麻煩。」王浩楠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介紹，通過這些年和孩子們的接觸，他也總結
了一些教育經驗，例如家裏有嚴格的作息時間要

求，也會定期舉行家庭會議，跟孩子們交流生活、
學習的情況， 教育孩子自強自立。每到寒暑假，
王浩楠還會花錢聘請國學老師以及退役軍人來到
「愛心之家」，以集訓的形式讓「愛心之家」的孩
子上課，學習國學以及鍛煉體魄。
最讓王浩楠驕傲的是「愛心之家」的「老六」。

「老六來到『愛心之家』的時候，是一個問題很大
的孩子。沒來到『愛心之家』前，他就敢拿着刀去
砍他姥爺，無法無天，沒人能管教得了。後面轉變
非常大，上了大學後他姥爺都感到不可思議。」

「在最開始的時候，我所做
的這些事情都是出於自己的親
身經歷，以另一種形式回饋那
些幫助過我的人，是個人行

為。但現在孩子越來越多，很多人也都
在主動聯繫我，想要把孩子送過
來。我現在正打算將『愛心
之家』做成一個正規的
社 會 公 益 組
織。」王浩
楠 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正在做功課，準備將「愛心
之家」打造成為一個有資質有規模的社會公益組
織。

得知王浩楠的需求後，吉林省民政部門第一時間
來到「愛心之家」進行慰問。「7月6日，長春市
民政局的十個工作人員來到『愛心之家』，為『愛

心之家』以後的發展方向提出了不少建
議。」王浩楠表示，民政工作人員向他

指出，缺少合理的住宿條件是目

前申請民辦非牟利機構的缺失條件。

無監護權難申請國家補貼
「工作人員還向我介紹，對於孤兒等一些特殊情

況的兒童，國家是有相應的扶持政策的。但這些年
來，『愛心之家』一直都是『寄養』而非『收
養』，沒有對孩子的直接監護權，所以也就一直沒
有為這些孩子申請國家補貼。」

除了民政部門，近年來吉林各政府部門也時常會
來慰問這些孩子，了解「愛心之家」的困難
並提供幫助。「最近都在跑教育局，11個孩
子即將要上小學，有些手續需要辦理。因為
政府了解『愛心之家』的實際情況，所以在
上學方面是一直都在開綠燈，手續辦理起來
一直都很順利。」王浩楠表示，一直以來政
府各部門以及社會各界對「愛心之家」的關

照不少，總會有人來到「愛心之家」了解
困難並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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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楠和孩子們。 視頻截圖 ◆王浩楠和妻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攝

◆孩子們暑假上午會有兩個小時的集訓課程，用
來提高身體素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攝

◆◆每天早上每天早上，，王浩楠會和妻子一起為孩子打飯王浩楠會和妻子一起為孩子打飯。。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攝攝

◆◆高年級高年級
的孩子會為年齡的孩子會為年齡
較小的孩子們進行啟較小的孩子們進行啟
蒙學習蒙學習，，領讀古詩領讀古詩、、拼音拼音
等等。。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攝攝

◆◆孩子們分孩子們分
擔家務擔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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