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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伊健

“老安刚才出门摔了一脚，就再也
没有站起来，去世了！”2020年4月30
日，这条坏消息在南开区学府街风湖里
小区的居民中传开了。邻居们一直关
注着老安的生活境遇，更关注他的儿子
大伟（化名）。

说起大伟，也是个不幸的孩子，自身
患有智力二级残疾，几乎没有工作能力，
甚至连生活自理能力都受限。当年，父
母离婚后，时年只有9岁的大伟便跟随
父亲相依为命。邻里们更为关心的是：
单亲父亲突然离世，这位失智青年该由
谁来管呢？
“在为老安办理完丧事之后，大伟

被送进了养老院暂住。当时我们密切
联系他的亲属，商讨着大伟的监护问
题。”讲话的人叫刘洋，现为风湖里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20年事
发时，她还是一名网格员，老安父子恰
巧就在她所服务的网格里居住。她接
着说：“最后，法院判决指定我们居委
会作为大伟的监护人。”社区书记的三
言两语背后，却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
但判决结果无疑填补了大伟的“监护
真空”。
“大伟有人管了，咱居委会把事儿

‘兜’住了。”相较之前，这算得上是一条
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居民们眼中的可怜
娃终于有了归属和归宿……

父亲离世 留下智力残疾的孩子

“祝你生日快乐……”前不久，在风
湖里党群服务中心，一场生日会正在举
行，“寿星”就是大伟，当天刚好是他37
岁的生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洋特意将他从养老院接回了家，为他
唱着生日祝福歌，眼眶里噙着泪花。

这幅温馨的画面在刘洋的脑海里徘
徊过很多次，终于在2023年实现了，圆
了大伟“爱过生日”的期待，也圆了社区
居委会干部们的心愿……

时间还得回到2020年初春，那年
春节，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应对新冠
疫情的紧张氛围中度过的。就在此时，
大伟的父亲老安病了，当他意识到出现
胸闷症状后，自己拨打了 120急救电
话，随后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因为事发
紧急，老安都来不及和社区居委会交代
大伟的事。

到了第二天，正在社区值班的刘洋
听说：“大伟丢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
了。”这可让她的心顿时悬了起来。她清
晰地记得：当天津城正在下着大雪，她一
早见到过大伟，他当时穿着一件单衣疯
了般地跑了出去，边跑边喊着：“找爸
爸。”她赶忙上前试图拽住大伟，但当时
因为路滑，在踉踉跄跄间，大伟已跑得无
影无踪了。

此时，鹅毛般的雪花更密了，社区一
班人一边搜索着监控视频，一边报警，几
位干部踏着雪去找大伟。眼看着天已经
渐渐暗了，在万德庄大街上，社区的同事
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大伟一个人
游荡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是他太过着急
找爸爸而忘记了回家，还是因为雪天模
糊了他回家的路？这已经不重要了，社

区干部赶忙给他披上棉衣，牵着他冰凉
的手一起回到了社区居委会。

陈旭，时任风湖里街道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因为是在过年期间值班，爱
人特意给他带了一份饺子。陈旭看到饥
肠辘辘的大伟，赶忙将这一盒饺子热过
之后递到了大伟的面前，看着他狼吞虎
咽的样子，陈旭抚了抚他的脑袋说：“小
子，饿坏了吧。”大伟笑着，没有说话。

没过几天，老安的病情稍稍缓解就
出院了；又没过几天，再次旧病复发被送
进了医院。他急啊！把大伟一个人放在
家里，老安哪还管得了自己的身体？于
是，他放弃了医生提出的做心脏搭桥手
术的建议。

飞雪散去，迎来了春暖花开。2020
年4月30日，老安出门买菜，特意就居委
会照顾大伟一事跟刘洋念叨起来：“大伟
最近挺老实的，没跑出去。我住院那段
时间，你们几位社区干部可是受累了。”
交谈了十几分钟，老安撂下一句话：“有
你们在，有咱社区托底，大伟的明天我就
放心了。”说完话便径直走向了菜市场。

万万没想到，仅仅过去五分钟，就听
远处传来了一阵喧哗声，好像出了什么
事。侧耳一听，不知是谁在喊：“老安，摔
倒了！”刘洋赶忙喊来陈旭匆匆跑了过
去，这会儿救护车和社区民警都已经赶
到，老安被就近送到了家门口的中医一
附院，虽几经抢救，但人还是没了。

老安的突然去世，对于这个家来说
就是天塌了，失智的儿子虽然无法完全
感受那份极度悲伤，但也总是喃喃自语：
“我没有爸爸了……”更让人揪心的是，
接下来他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呢？

为了保障大伟的生活和安全，经过
学府街道办事处多方联系，一家民营养
老院同意接收大伟入住。可是，正式办
理入住手续，需要监护人签字；在养老院
生活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老安去世
后留有一套房屋和部分现金，但由于大
伟有智力缺陷，他个人无法独立处分上
述遗产，也需要监护人代为处理。于是，
新的问题出现了：谁能承担大伟的监护
责任呢？

监护责任 社区接下了这份重任

能够担负这份责任的，一定是大伟

最亲近的人。陈旭为此详细地咨询过
律师，按照律师的说法：首先是配偶、父
母及子女，其次是近亲属，再次是愿意
承担这份责任的朋友。居委会如果愿
意承担，也可以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去
指定。

面对智力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的大
伟，他的现状令人揪心。那段时间，能
联系到的人都联系到了，有人明确表示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有人刚表达完同意
就又反悔了。于是，事情陷入了困局。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刘洋突然想起
了什么，她说：“如果他们都不管，咱居
委会管！”一旁的陈旭听到刘洋突然冒
出来的想法，一点儿没犹豫地便应和
道：“我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了，也是这
个意思。”

接下这份责任可以凭借满腔热情，
可往深处想，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是担负
起大伟后半辈子的责任啊。于是，陈旭
召集居委会全体成员商讨此事，他说：
“我们不是监护人，但大伟这事也得管起
来。”刘洋补充说：“老安去世前跟我说的
最后一句话就是，有咱社区党委和居委
会兜底，他就放心了。”最终，大家达成一
致意见，由社区居委会接下这副担子，这
一想法也得到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
支持。

风湖里社区居委会背后有一支强大
的“智囊团”，他们是在各行业工作的干
部。作为在职党员，他们在社区报到入
列，在申请大伟监护权一事上，陈旭每当
遇到难题，总会向专业人士咨询，并得到
众人的大力支持。

2020年9月3日，一家司法鉴定中
心受南开区人民法院委托，对大伟的民
事行为能力进行了司法鉴定，最终的鉴
定结果为：精神发育迟滞，目前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拿到鉴定报告后，风湖里
社区居委会向法院提交了《关于大伟指
定监护人申请书》。最终，法院判决指
定风湖里居委会为大伟的监护人，由监
护人处分大伟所得遗产用于其基本生
活。陈旭作为社区居委会主任在判决
书上郑重签字，至此，大伟就成了居委
会的孩子。

当年，该案件入选了“天津法院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案例”，天
津法院网的典型案例意义分析认为：该

判决彻底消除了安某某的监护真空，也
为居委会对其人身、财产权益进行监督、
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合法依据，充分彰显
了法院对失智人员的司法保护和人文关
怀，是贯彻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价值理
念的具体体现。

在街道、居委会和一众热心邻居的
操持下，大伟的父亲得以顺利安葬。大
伟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在人们的引领
下，把它放在了墓穴里，并给父亲磕头行
了礼。

扶残助困 实实在在解难题

办妥了老安的身后事，大伟的生
活也步入了新轨道，辛苦奔波的陈旭
退下了居委会主任的岗位，刘洋接过
“接力棒”，继续履行着这份责任。如
今，大伟居住的敬老院就在陈旭家附
近，每天上班时，陈旭总会特意到养老
院门口绕一圈，隔着栅栏和大伟打声
招呼。大伟每次看到陈旭来看他，都
会踮着脚跑过来，还是不说话，但脸上
总是在笑。

天气好的时候，刘洋就会接上大伟
出门转转，陈旭也总会带着大伟出去“尝
尝鲜”“换换口”；到了天气转凉时，过冬
的衣服、背心、袜子都给大伟买齐，送到
敬老院。

刘洋说：“目前老安留下的钱还够
花，我们把那套房子租出去了，租金直接
打到大伟的卡里，给大伟花的每一笔钱
都有监管。”

令刘洋没想到的是，社区为大伟的
努力都看在居民们的眼里，一些有类似
困扰的居民看着此情此景，心安了。或
许在他们看来，不敢想、不愿想，但又不
得不想的身后事找到了模板。一位居民
的孩子和大伟情况相当，作为家长，此前
一直陷入矛盾之中。特别是自己的年纪
越来越大，一旦离开了，孩子会不会失
管？他曾多少次从梦中惊醒。那天孩子
的母亲见到刘洋说：“刘书记，以后我的
孩子能像大伟一样吗？”

刘洋告诉记者：“残疾人以及他们的
家人理应得到社会的关爱，这种关爱不
能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要实实在在地
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最近，社区里的
两位残疾青年即将上岗，这是刘洋书记
带着他们去面试获得的就业机会。此前
两位青年一直窝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愿
出门，而家长也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脱
离社会太久了。
“我总在劝慰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走

出来，一方面可以有份收入，从而改善家
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他
们的信心。”刘洋一直拿社区里的一位外
来务工残疾兄弟举例，人家身残志坚，不
仅成家了，今年在菜市场的摊位又扩大
了，经营的品种又丰富了。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本篇
报道借助风湖里社区的基层故事，表达
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也期待他们拥
有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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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父亲离世，社区居委会申请到智力残疾青年的监护权

“兜”起监护权 给失智者一个家

大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过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