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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拜访被赶出门

阎芳是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的一名居委

干部，是一位 8 岁男孩的母亲，也是辖区内监

护缺失儿童小爱（化名）的“邻家妈妈”。

2019 年底，四川北路街道妇联启动“邻

家妈妈”关爱项目时，大家第一时间想到了小

爱。 小爱是一名监护缺失儿童，因特殊原因出

生后一直由年迈的外公外婆照顾， 一家人挤

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生活全靠低保

和老人的退休工资维持。 考虑到小爱原本就

性格胆小、怕生，而项目刚启动一时也找不到

合适的人选， 身为居委干部的阎芳便主动提

出与小爱结对，当她的“邻家妈妈”。 阎芳说：

“我作为居委干部， 平时和她们家接触比较

多，由我来当‘邻家妈妈’可以让孩子和老人

更加安心。 我家孩子和小爱年纪相仿，照顾起

来也更有经验。 ”从此，阎芳多了一个女儿，小

爱多了一位“邻家妈妈”。

然而，“邻家妈妈”的结对并没有阎芳想象

中的那样顺利。

最初的时候，小爱的外公对上门说明结对

意愿的阎芳非常排斥。“我们有能力照顾自己

的孩子，不需要你们帮忙！ ”

“老人性格要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也能理解，要想真正帮到孩子，必须取得他

们的信任。 ”出师不利，但阎芳并不气馁，她决

定先向心软的外婆说情。 她向外婆详细地介

绍了“邻家妈妈”各种服务项目以及自己能为

小爱带来的帮助，并向外婆承诺：结对后不会

有其他人登门打扰他们家。 外婆逐渐被打动，

并答应一起“劝劝”外公。 外公依然不希望有

外人来“掺和”家务事，阎芳嘴上表示理解，但

对小爱一家的关心并没有停下。 居委会开展

活动，她提前通知小爱参加；妇联、街道发了

慰问品， 她第一时间给两位老人送去……看

到小爱与阎芳相处得开心， 渐渐地外公也默

许了结对的事情。

居委开出“补习班”

作为 " 邻家妈妈 "， 阎芳对小爱的衣食起

居样样挂心，即便工作再忙，也会坚持每周至

少上门一次嘘寒问暖，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带

着小爱参加社区活动。 但阎芳最挂心的还是

小爱的学习， 阎芳说：“老人让孩子吃饱穿暖

已经花费很大精力了， 学习上的问题实在无

法顾及。”刚结对时，5 岁半的小爱在学习方面

几乎是一张“白纸”，身为一名妈妈，阎芳深知

幼小衔接的重要性，思来想去，阎芳琢磨出一

个好办法，直接把“补习班”办在居委会里。

“小爱家里的条件无法支付送小爱去外面补

习的费用，我这里纸、笔、教材等学习工具样

样都有，平时也经常辅导自己儿子学习，把小

爱接过来，两个孩子可以一起学习。 ”于是阎

芳开始利用双休日值班的空隙辅导小爱，教

她写名字、数数等。 在阎芳和“小哥哥”的陪伴

下，小爱的学习兴趣明显提升了，两个孩子教

学相长，变成了好朋友。

一转眼，到了小爱上小学的年纪，由于老

人年纪大，弄不清各种报名系统，阎芳便主动

帮助小爱完成入学报名。 上小学的第一天，阎

芳来到学校与小爱的班主任及校长沟通小爱

家的情况，为她申请减免学费、餐费等事项，并

请班主任多多关心。由于小爱学业基础较为薄

弱，在街道的帮助下，阎芳还为小爱找了一家

具有专业资质的晚托班。了解到小爱家的特殊

情况和“邻家妈妈”的工作后，晚托班负责人深

受触动，同意以公益的形式免费接收小爱。

一家人圆新房梦

2021 年 9 月，小爱家居住的小区开始旧

区改造征收。“阳光”照进老弄堂本是一桩喜

事，但小爱家除了家中三代人住在老房内，还

有一位堂姐落户于此。 小爱的外婆与这位堂

姐之间有矛盾， 双方就旧改款项份额分配问

题无法达成一致。 谈到这一问题时，外婆情绪

激动地表示：不搬了！ 房子是我的，一分都不

能给她！

得知这一情况后，阎芳非常着急，旧区改

造是眼下小爱家改善生活的唯一机会，绝对不

能“走错一步”。 阎芳边安抚外婆的情绪，边向

她承诺：“您别着急， 先把需要的材料都准备

好，我和动迁组的人一起商量，一定给出一个

最有利于你们的方案。 ”于是她亲手操办起小

爱家动迁的事情，第一时间与动迁负责人取得

联系，说明小爱家的情况，双方共同努力为她

们设计了最优方案： 挑选偏远一点的房源，在

分到一套房的同时得到一点货币补贴。 阎芳

说：“小爱家几乎没有存款， 之后新房装修、小

孩读书、老人养老、母亲看病等等都需要钱，因

此房子和钱我都要尽可能为她们争取到！ ”

阎芳与动迁组都加上了堂姐的微信，一起

做她思想工作，尽量不把家事闹上法庭，阎芳

说：“打官司必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小爱家是

耗不起的，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对孩子的心理

和学业也会产生影响。”从秋到冬，阎芳斡旋于

外婆、堂姐之间，出席了小爱家每一场调解会，

竭尽全力帮助这个家庭尽快解决这场纷争。终

于在 2022 年 1 月 5 日，外婆与堂姐在旧改款

项的分配上达成一致协议。2月 25日，第一笔

旧改款项打进了小爱家的账户。

“妈妈”的爱不会改变

完成旧改签约后， 小爱一家很快搬入了新

居，小爱的外婆曾一度担忧：搬家了，“邻家妈

妈”会不管我们了吗？阎芳表示，这世上唯有妈

妈的爱和责任不会改变，她说：“做妈妈哪有临

时的，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继续管下去的。 ”

如今，“母女”二人已经不住在一个街道了，

阎芳也不再负责妇联条线的工作，但“临时妈妈”

并没有下岗。阎芳依旧每周末都会将小爱接到自

己社区，带她参加社区活动、辅导她的作业。

小爱喜欢吃冷饮， 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放

学路上总缠着外婆给她买冷饮吃，为此阎芳和

外婆说过多次，冬天少给她吃些冷饮，容易呼

吸道感染。 外婆口头上答应，但因为宠溺外孙

女，还是每次都给她买。 有几次，下班回家的阎

芳碰巧在路上遇到正“偷吃”冷饮的小爱，小爱

一看见她便迅速将冷饮藏到身后，这时阎芳便

教育道：“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是不是也觉得

不应该吃呀，你现在是小学生啦，要学会控制

自己……”小爱不好意思地笑了，并答应“阎妈

妈”以后少吃冷饮。

自今年 3月疫情开始，“邻家妈妈”阎芳一

直奋战在社区基层防疫一线。 但不管有多累，

她也没有忘记小爱，每隔几天就要询问她的情

况，并教会她进行抗原自测，叮嘱她平时戴好

口罩，在居家抗疫的同时安心学习。

“邻家妈妈”付出的是爱、是责任、是关怀，

但是收获远比付出的多，对阎芳来说，小爱的

改变就是最好的回报。

说起小爱的变化，阎芳高兴地分享道：“刚

认识小爱时，她非常胆小怕生，躲在外婆身后

一句话也不说，现在变得开朗多了，看到我就

会喊‘爱心妈妈’！ ”如今，在阎芳的手机里，关

于小爱的对话框依然跳动不停：班主任发来的

征订校服通知、 晚托班老师记录的作业情况、

外婆牵挂的小爱妈妈的状况……阎芳每天关

心着小爱的学业和生活，行程依旧繁忙。

“2019 年， 上海市妇联开

启了一个名为“邻家妈妈”的

项目，挑选一批富有爱心的女

性，与监护缺失儿童展开“一

对一” 结对帮扶， 以探访、陪

伴、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方

式，帮助监护缺失儿童树立自

信、热爱生活、健康成长。 虹口

区四川北路街道的阎芳就是

这样一位“邻家妈妈”，自 2019 年底与其当时辖区内监护缺失的儿童小爱（化

名）结对以来，阎芳为这名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孩办“补习班”、圆新房梦，度过了一

千多个忙碌又充实的日夜。直至今日，她依然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兼职”关心这名

儿童的吃穿用度、心理健康及学习生活。

◆记者 钱依馨

没!!有有有血血血缘缘缘的的的“!!邻邻邻家家家妈妈妈妈妈妈”””

陪她度过 1000多个日夜……

■阎芳在居委活动室为小爱辅导功课■阎芳带小爱参加暑期活动

■阎芳陪伴小爱学习从夏日到冬季，年复一年

■阎芳陪小爱一家摇号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