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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一个人
温暖一辈子

老照片穿越时光，串联起申城
好心人关爱孤残儿童的轨迹

抱一抱孤儿 福利院门口排长龙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而孤儿，什么都没

有，因为家庭对他们是不存在的。1994年春节，一场由《青年报》发起
的“好心人，请您抱一抱孤儿”的志愿活动在上海开展，首次将公众的
目光聚焦到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身上。
当时，新民晚报记者孙卫星全程报道了这一活动。“光是报名就盛

况空前，福利院门口排出了长龙。”孙卫星回忆，活动呼吁好心市民能抱
一抱孤儿，或者带他们回家，过一个有家庭父母关爱的春节，没想到激
起市民强烈反响，实际报名人数远超计划。那时候没有手机，大家都是
来到位于普育西路的福利院大门口，现场填写报名申请，甚至还有外地
读者打电话要来沪参加这项活动，最后报名总人数超过了600人。
“抱一抱”活动正式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10日。参加活动的志

愿者，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有86岁。现场温暖的拥抱，激动
的泪水，都让人印象深刻。
“抱一抱”活动首次让公众走近福利院的孤残儿童，更深远的意

义，则是开启了上海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的先河。

“温馨之家”让孤儿融入家庭生活
让孤残儿童走出福利院大门的更进一步，是走进家庭，像同龄孩

子一样享有父母之爱、家庭温暖。
1997年，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新民晚报社联合发

起了“让孤残儿童拥有温馨之家”的慈善项目，从而启动了“政府出
资、社会支持、家庭寄养、统一监护”为形式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
作。通过家庭寄养能让孤残儿童增加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加强与同
伴的交流，培养生活自理能力，融入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2004年，就在“抱一抱”活动10周年之际，新民晚报开展“申城孤
残儿童走进市民家庭十年回顾”，探访家庭寄养现状。当年报道该活
动的新民晚报记者秦武平回忆，回访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次被谢
绝，一次次被感动”，因为很多寄养家庭顾虑到孩子的感受，选择严守
爱的秘密。
最让他感动的是，为了孤残儿童的健康成长，无数人施以援手，

传递爱的力量。1994年，孤女小华依在“抱一抱”活动中被一名叫周
逢辰的乳腺癌患者收养。1998年夏天，周逢辰因心力衰竭离开人
世。眼看小华依将第二次成为孤儿，周逢辰的婆婆承担起继续抚养
华依的重任。同时，幼儿园的老师们也向华依伸出援助之手，当起编
外“妈妈”，还自发捐款设立了“华依帮困基金”；黄浦区癌症患者俱乐
部的“爷爷奶奶”们关心着她的生活，“叔叔阿姨”们关心着她的学习，
华依成了大家的孩子……在这场爱心接力中，华依渐渐长大。

重温老照片 激发更多向善之心
转眼30年已经过去，一场征集老照片的活动，让那些温情时刻重

现。伍童的故事，通过新民晚报各大平台发布后，后台也收到了大量
网友留言，纷纷祝福他能如愿，不少热心网友还表示，希望自己也能
有机会为关爱孤残儿童尽一份力。
在留言的网友中，有当年关爱活动的亲历者。网友“简简约约”

留言说，当年“抱一抱”活动她也在现场，那天参加的市民特别多，虽
然是一人获得“抱一抱”的名额，但很多都是一家人（甚至三代）一起
来到现场，尤其是那些带孩子来的家长，有的当场让孩子“认”孤儿做
哥（姐）或弟（妹），场面十分感人。网友“叫我姐姐”则表示，就在那个
时间段，儿童福利院每周周末下午都组织爱心人士去福利院陪伴小
朋友玩，条件许可还可以带回家过周末。“我也去了好几个周末，可惜
没有拍照片。”
还有网友被伍童的故事所感动，“温暖的回忆，历历在目的是好

心人给你们送去了暖意，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拥抱令人感动！”“爱可
以让一个人温暖一辈子，这就是光。”
感动的同时，不少网友表达了想要参与爱心活动的意愿，询问现

在是否还能参加“抱一抱”活动，或者哪里可以报名去儿童福利院做
义工。对此，本报将继续跟踪。 本报记者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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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节
抱一抱孤儿
温情时刻定格

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孤儿伍童的心
愿，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老照片，不仅引发
热议，也带来一波“回忆杀”。从29年前的
“抱一抱”，到19年前的“温馨之家”，一张
张老照片穿越时光的长廊，串联起关爱孤
残儿童的轨迹。29年弹指一挥间，变化的
是时代，不变的是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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