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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焦琳 实习生 朱音桐 张宁

7日，本报A10版刊发的《14岁
男孩为何流浪“上瘾”》一文，介绍了
未成年人奇奇（化名）因家庭教育方
式失当等流浪街头并先后几次被送
至救助机构的事儿。其实，像奇奇
这样流浪已成习惯的孩子并非个
例。市救助管理站儿保科科长粟舜
兴表示：“只有给孩子一个真正的
家，他们才能告别流浪。”

救助机构：屡次回家又屡
次出走的孩子，其实不少

“像奇奇这样屡次回家又屡次
出走的孩子，其实还有不少。”粟舜
兴说。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来
到洛阳市救助管理站儿保科，这里
住着9名没有“家”的未成年人。

“想不想爸爸妈妈？”面对洛阳
晚报记者的提问，一些孩子低下了
头，另一些则显得有些漠然。

这些孩子有的是刚来的，有的
则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但都不愿
提起家庭住址或亲人信息。救助人
员能做的就是和他们一起生活，加
深感情，再慢慢问出他们的来历。

对于那些多次离家的孩子，救
助人员也深感无奈：“安乐就有一
个和奇奇类似的孩子，每次被家
人接走几天，就又偷偷跑出去流
浪了。”

据市救助站统计，2013年，该站
共救助社会流浪乞讨人员9985人
次，其中不乏未成年人。大量有关
流浪儿童问题的研究表明，许多流
浪儿童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
区，以农村居多。

“家庭教育方式失当、情感缺
失、监护人难以尽到监护责任等，是
导致儿童流浪的主要原因。”粟舜兴
说，多数流浪儿童来自单亲家庭，他
们或是被父母抛弃，或是讨厌父母
的管教方式，宁愿在外面流浪也不
愿意回家。

律师说法：因未尽监护责
任而被剥夺监护权的案例，至
今没有

洛阳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有些父母就算知道孩子在外流浪，
也不愿领他们回去。对这些孩子，
我国有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对那
些未尽到监护责任的监护人，能否
剥夺其监护权？

河南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要
魁说，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有
很大的缺位，其概念、管理和运行
机制较为模糊。因监护人未尽监
护责任而被剥夺监护权的案例，至
今没有。像奇奇这样的未成年人，
有父母作为监护人且父母有监护
能力的，只能由父母监护。如果父
母拒不履行监护职责，要由公安机
关强制其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还有可能被以遗弃罪或虐待罪追究

刑事责任。
西方一些国家的相关制度对

此则有明确规定。比如在美国，民
政、社会福利机构和司法机构有权
剥夺不合格家长的监护权。在临
时寄养家庭中生活的孩子，多数并
非父母双亡，而是因为家长不称职
或有虐待倾向——如果在规定期
限内，这些家长不能痛改前非，证
明自己有资格当好父母，他们就有
可能永远失去子女的监护权，孩子
们将在合格的永久收养家庭里找
到归宿。

鉴于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与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不少人士表
示，希望相关部门在借鉴国外经验的
基础上，能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与
社会需要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心理协会：曾对奇奇进行
心理疏导，希望继续

“一看到报道，我就知道肯定
是他。”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
李晓静给洛阳晚报记者打来电
话。原来，早在2013年暑假期间，
志愿者们就对奇奇进行过心理疏
导，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后来奇
奇的爸爸没再带孩子去，此事就
搁浅了。

李晓静说，奇奇的家庭情况比
较复杂，孩子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自
卑心理，比较脆弱，他的爸爸又因患
病等问题，无法照顾孩子。这种矛
盾不是一两天就能化解的，只能通
过长期的跟踪疏导才能改善，志愿
者们希望奇奇的爸爸能继续和孩子
一起接受心理干预。

瀍河回族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女士打来电话说，她小时候的遭
遇和奇奇很像，幼年丧母，仇恨继母
和父亲，直到现在家庭生活也不幸
福。“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尊重和鼓
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力量。有时
候，大人体会不到孩子的烦恼，希望
奇奇的爸爸再生气时能忍一忍，别
让孩子感到绝望。”

洛阳晚报记者将这些充满关
爱的话转述给奇奇的爸爸后，他
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答应继续
带孩子到市心理咨询师协会进行
心理疏导。

正如救助人员所说，简单地把
孩子送回家，并不能保证他们不会
再次出走。

为保护流浪乞讨人员，国家也
相继出台了法律法规。近两年，民
政、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接送流
浪孩子回家”“接送流浪孩子回校
园”等专项行动。接收和护送只是
回家的第一步，政府、机构和志愿者
的关爱永远代替不了家的温暖，只
有家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有温暖、
有呵护，才能让这些流浪的孩子真
正回家。

□见习记者 王雨/文 记者 李卫超/图

石磨细磨、大火熬煮、老浆点制、物
理成型，如此，一块纯天然的好来历石磨
老浆锅熬豆腐呈现在眼前。它很简单，
只用了水、大豆、老浆这三种材料，但它
不普通，因为其中包含着每个生产者对
食品安全的承诺。

12日下午，由35名市民代表、15名
摄影家组成的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
监督团，来到位于洛龙区洛常路中段的

“好来历·建洛生产基地”，见证好来历石
磨老浆锅熬豆腐的诞生过程。

省非遗项目洧川豆腐手艺传
承人应邀“掌勺”

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为啥好？
“制作者好！”好来历运营总师何水清介
绍，为了生产出最天然、最好吃的豆腐，
好来历从开封市洧川镇请来了原生态食
品技艺达人——贾海泉“掌勺”。

贾海泉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洧川豆腐手艺的传承人。贾家做豆腐
的历史要从清代乾隆末年说起，他家的豆
腐豆香纯正、外观工艺感强烈，刚看着还
白白的，但见凉风一吹，表皮成了姜黄色，
绵筋柔嫩。这种豆腐能随意煎炒炖煮，经
久不化。

贾海泉说，他家做的豆腐豆香四
溢、口感爽滑无涩感、色泽略微发黄、切
豆腐的刀口处会出水，“这就是最天然
的豆腐”。

如今，贾家的豆腐已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土特产，因为那些传统的豆腐制
作工艺从不曾改变。今年56岁的贾海
泉做了42年的豆腐，他说自己这辈子都
离不开豆腐，“14岁开始帮着我爹做豆

腐，后来自己做，现在教儿子做。做的人
变了，但手艺不会变”。

最天然的豆腐源自最古老的
制作工艺

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好在哪
儿？“原生态！”何水清说。

好食物离不开好的原材料。据介
绍，每一块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都
是用无公害大豆、160米深的井水和老浆
制作而成的，“不需要任何食品添加剂”。

材料纯正，工艺更要精细。好来历
石磨老浆锅熬豆腐延续了淮南王刘安发
明豆腐时的制作工艺，采用最传统的方
法，让市民吃着放心。

整个制作流程从一盘暗红色的石
磨开始，浸泡了20个小时的黄豆在转
动的石磨中被反复碾轧，变成乳白色的
液体，经过浆渣分离、大火熬煮、老浆点
制、压制成型等一系列程序，一块柔软、
Q弹、香甜的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

“出世”了。
这看似简单的制作工艺却凝结了生

产者的良苦用心，“打浆机每分钟上千
转，石磨每分钟只有60转，我们选择了
后者，因为我们不怕慢，只要能生产出好
豆腐。”何水清说，虽然石磨的转速比不
上打浆机，但石磨不会因为转速过高发
热而破坏大豆中的营养成分。

在好来历寻找到阔别已久的味道

最后，寻鉴监督团成员品尝了新鲜
出炉的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终于
找到了儿时的味道。”50多岁的张女士
说，从前的豆腐特别香，闻闻味儿就想
吃，这种最纯的豆香味儿她多年没遇见
过，今天终于在好来历找到了。

据悉，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生
产线已开始投产。好来历还将陆续推出
洞生瓦罐豆芽、井灌小麦石磨面粉、石磨
面粉馒头等一系列原生态优质安全食
品。接下来，好来历将分批次公布遍布
全市的营销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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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孩子回家的路有多远
社会的“接”和“送”只是回家的第一步，家人的包容和呵护才能真正留住他们的心

最传统的工艺 最纯正的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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