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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监护缺失 “童伴妈妈”解困
� �“留守儿童及事实无人抚养
的儿童返家频率低于其他儿童，
父母照料的缺失，可能会造成亲
子关系发展方面的障碍。 本质上
来讲，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是监
护缺失的问题，‘童伴计划’正是
补足了这一短板。 ”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高华俊的话掷地有声。

11 月 17 日， 在北京贵州大
厦遵义厅里，一场关于“儿童发
展与保护” 的研讨会正在进行。
来自国务院扶贫办、 民政部、高
校代表和四川、贵州两省留守儿
童管理者们踊跃互动。

高华俊提到的“童伴计划”
所致力的正是农村留守儿童保
护工作。

就在几天前，11 月 9 日，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中，
民政部发布的 2016 年农村留守
儿童摸底排查结果显示，全国共
有农村留守儿童 902 万人。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留守儿
童的监护缺失问题呢？“童伴计
划”等项目或许正在探索出一条
社会力量介入的新途径。

家里来了“童伴妈妈”

2015 年 6 月 9 日，贵州省毕
节市七星关区 4 名儿童服农药
中毒死亡，事后相关部门调查得
知，4 名服药儿童的家长长期不
在身边，导致 4 名儿童长期无人
看管。 事件刺痛了整个社会，作
为致力于农村扶贫的社会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
却决定和团队一起为孩子们做
些什么。

四个月后，在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的支持下，一个名为“童伴
计划”的项目成功研发，并正式
投向留守儿童聚集区。

“童伴计划”项目采用“一个
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推
行。

“一个人”就是在留守儿童集
中的村子，通过聘请一名全职“童
伴妈妈”， 项目给其发放工资，工
资标准不低于外出打工工资，这

样有足够竞争力和吸引力， 从而
能够找到本村最好的妈妈。

“一个家”即是依托项目在
村子里投资建设一个儿童之家，
用于开展活动，使那些没人照顾
的孩子放学之后有一个活动的
家园。

“一条纽带”即为父母不在，
监护人缺位，“童伴妈妈”能够及
时发现孩子需求， 调动资源，解
决问题，在项目平台上与当地公
安、民政、妇联等部门联动。

刘文奎强调，聘用“童伴妈
妈”有一定要求，而“童伴妈妈”
履职同样有着考核标准，这样做
也是为了对孩子负责。

“2015 年施行的‘童伴妈妈’
项目会在当地展开三年，一旦妈
妈与孩子配对成功后，项目组会
对其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
妈妈沟通，这样能够帮助妈妈与
孩子间更好地改进和融入。 ”刘
文奎说。

2015 年，“童伴计划”正式在
四川省启动， 覆盖了四川 7 个
市、10 个县、100 个村， 受益儿童
3.5 万。

目前，“童伴妈妈”项目在四川
实施一年有余，全国其他地方也纷
纷开始“预定”。就在这次研讨会当
天，“童伴计划”已经开始进驻贵州
省，同样在 100个村实施。

专业化、本地化之路

2016 年， 国务院出台文件，
在全国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
童福利主任，解决困境儿童保护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010 年，南开大学教授黄晓
燕成为了一名“儿童福利主任”，
并兼任该项目四川负责人。 由于
学习社工专业的原因，黄晓燕将
更多经历放在了解决留守儿童
困境问题上。

“儿童福利主任”也是如今
“童伴妈妈”的雏形。

至今已经在“儿童福利主
任”这个公益项目岗位上待了近
7 年的黄晓燕早已认为“儿童福
利主任”已经成为了留守儿童成
长中密不可分的伙伴。 如今，“儿

童福利主任”的队伍仍在日益扩
大，公益组织推广的“童伴计划”
就是其一。

在黄晓燕看来，在儿童福利
领域，需要被关注的孩子总是和
政策之间缺乏沟通桥梁，也缺乏
服务传递，而要想改变这一切需
要更多的是“童伴妈妈”提升专
业技能。

在四川服务的几年间，黄晓
燕和当地不少少数民族打过交
道。 一次与彝族儿童的陪伴中，
黄晓燕照着图书卡片上的苹果、
橘子的形状给孩子辨识，但由于
语言和认知的关系， 收效并不
大，当地人告诉她，孩子们根本
就没有见过苹果和橘子，你不如
换成玉米和土豆来得实际。 这件
事对于黄晓燕来说有着很大的
触动，因地制宜才有可能取得最
佳的效果。

“如果纯粹按照项目做的
话，就可能产生很多不足，我就
要往专业方向做，所以，从最初
在政策和受益对象之间缺乏桥
梁发现点，到我要准备做，做到
一段时间之后，我要开始向专业
化方向转向，我亲眼见证并且亲
自在实践。 这使我看到了儿童福
利领域中间最可喜的一个变
化。 ”黄晓燕说。

黄晓燕的认识在刘文奎看
来十分正确， 刘文奎觉得：“‘童
伴计划’最主要就是解决了儿童
福利递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

“完成儿童福利递送的最后
一公里，为农村地区及家庭特别
是留守儿童提供了身边可及的
服务，最初我们的关注点是在安
全，希望做项目的村子不再发生
儿童意外死亡事件，‘童伴计划’
进村后项目实际上发挥了更多
的功能。 原先很多孩子连最基本
的公共服务上户口、打疫苗等都
没人管，‘童伴妈妈’承担了这项
功能。 ”刘文奎说。

留守儿童福利保护的
国家行动

儿童是全球性的问题。 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都对这个领域有很多具
体的要求，儿童权利的保护和发
展包括四个方面，生存权、发展
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2016 年 2 月以来，各地各有
关部门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意见》 和中央的各项决策部
署，绝大多数省份出台了实施意
见，建立了领导协调机制,全国如

期完成了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
查工作，外出务工父母“挣钱顾
家两不误”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增
强，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各负
其责的关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而有了高层文件的明确后，
留守儿童开启了多部门协作之
路。

4 月 6 日， 国务院同意建立
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 联席会议由 27 个部门和单
位组成，民政部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
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11 月 9 日，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
次全体会议暨“合力监护、相伴
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视频会
议在北京召开。

与此同时，民政部等 8 部委
决定从现在起至 2017 年底，在全
国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
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
行动。 提出通过开展专项行动，
力争到 2017 年底将所有农村留
守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杜绝
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现象，有
效遏制监护人侵害农村留守儿
童权益行为，切实兜住农村留守
儿童人身安全底线。

童伴妈妈（右一）和留守儿童在儿童之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