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年前，为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内蒙古人民用超越地域和血缘的大爱，悉心养育了
3000多名“国家的孩子”。如今他们老有所养、儿孙满堂，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本报7月1日讯 （记者 赵曦）一个来自
陕西榆林，一个来自河北邯郸。近日，赵先生
和余女士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婚姻登记处，
通过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喜结连理。

让他们感到欣喜的是，他们无须回到老
家，仅凭身份证以及在鄂尔多斯市的居住证等
相关证明材料就可直接在当地登记结婚。

“我们在鄂尔多斯市民政局，通过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不到几分钟就领到了结婚证，
太方便了！”领到结婚证的赵先生、余女士高兴

地对工作人员说。
自2023年 6月 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所有

婚姻登记机关开始受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
省通办”事项，截至目前，全区共办理婚姻登记

“跨省通办”3.25万对。
一直以来，结婚登记“两地跑”“多次跑”是

群众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遇到的最大难点、堵
点。如何满足群众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服
务需求，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
的婚姻登记服务？

内蒙古全面提升婚姻登记管理水平和服
务能力，2023年，自治区民政厅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双方均非本地户籍的婚姻登记当
事人，可以凭一方居住证和双方户口簿、身份
证，在居住证发放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婚
姻登记，或者自行选择在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
办理婚姻登记。

为提升业务办理效能，内蒙古自治区各地
民政局积极打造智能化婚姻登记和“互联网+

婚姻服务”模式，全面升级婚姻登记信息系
统。截至目前，全区已有110个婚姻登记机关
全部按照窗口数量配齐电子签批屏等智能设
备，实现了智能化配置。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王天
俊介绍，新人们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官网、

“蒙速办”APP等方式进行婚姻登记预约，实现网
上材料预约预审功能。同时，利用福彩公益金支
持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能力提升工作，极大提
高了婚姻登记机关办事能力和服务水平。

1年办理3.25万对

为内蒙古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点赞！

□文/图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白雪

“我不会用血压计，正好社区定期体检义诊，
这可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最近血压正常，精神状
态也不错。”近日，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北路
街道丁香社区，刚刚测完血压的韩阿姨高兴地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丁香北路街道办关注居民关切，通过不断向居
民楼内、居民家中延伸，用心用情与居民心贴心，
从柴米油盐水电暖，到居家出行享平安等各个领
域，力求为广大居民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辖
区内各个社区通过举办社区义诊、地毯清洗、志
愿擦窗、免费理发、公益宣传以及文艺演出等活
动，全心全意为居民解难题、办实事。

社 区 服 务 与 居 民 零 距 离

□本报记者 赵曦

随着移动电子设备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手机
终端网游逐渐成为孩子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各类不同特点的手机终端游戏逐渐侵蚀着孩子
的时间和精力，手机成瘾问题已经成为广大家长
不得不面对却又束手无策的难题。

针对如何应对孩子手机游戏成瘾问题，记者
采访内蒙古自治区团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
心理咨询师贾茹宇，寻求让孩子远离手机游戏的
办法。

问：孩子沉迷手机游戏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答：孩子沉迷游戏是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

孩子沉迷社交类游戏，可能预示着其在现实成长
中存在同伴交往困扰问题，孩子缺乏支持和陪
伴，孤独感较为严重；孩子沉迷于闯关类游戏，可
能预示着孩子在学习或成长中感受到了太多的
挫败感，缺乏自信心和成就感；孩子沉迷于战斗
类游戏，则可能预示着孩子内心压抑着太多的负
面情绪，缺少宣泄出口，只能通过战斗类游戏释
放负面情绪。总之，每个沉迷手机游戏的孩子，
内心其实都有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家长们只有
主动了解孩子心理需求方面的缺失，及时补足缺
失，才能“对症下药”，精准找到问题解决的方法。

问：家长与孩子沟通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如
何让孩子正确接纳家长监督？

答：建议家长和孩子多沟通，在日常生活中
为孩子预留足够的娱乐、休息时间。让孩子在沉
重的学业压力之下有喘息，同时尽可能为孩子安
排各种有趣的活动，如郊游、爬山、亲子运动、家
庭聚会等，这些活动可以有效地替代手机游戏满
足孩子的各类心理需求。同时家长也要客观评
估孩子接触手机游戏的频率，判断孩子是沉迷手
机游戏还是在正常、合理地进行休闲娱乐，避免
因为过度紧张而“一刀切”地对待孩子使用手机
玩游戏的情况，剥夺孩子正常娱乐空间，与孩子
发生不愉快。

问：针对重度沉迷手机游戏的孩子该如何办？
答：如果家长们被孩子游戏成瘾的问题困

扰严重，建议直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帮助，避
免错过最佳干预时机，耽误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怎么帮助孩子远离手机游戏？

◎众观

◎民声

◎潮音

◎帮帮

高效为居民办理相关业务。

为群众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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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盼了一个盼了6565年的拥抱年的拥抱
□本报记者 郭洪申 通讯员 郭晓玲

本报7月 1日讯 （记者 赵曦）6月上旬，
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子镇穆家营子村分散养育
孤儿小辉（化名）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准时入账“一
卡通”。

2024年，赤峰市提高集中、分散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由2023年的1676元/月
和 1440 元/月提高到 2024 年的 2100 元/月和
1600元/月，分别增长了25.3%和11.11%。

近年来，赤峰市民政局陆续打造“一路‘童’
行”和“赤诚护童”两个关爱儿童工作品牌，在建
强阵地的基础上，指导该市 12个旗县区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177 个苏木乡镇（街道）未保
站、367个“儿童之家”主动发挥作用，通过积极
倡导、购买服务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关爱儿童志
愿服务活动和心理健康服务，实现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探访率均达到100%。

2024年，赤峰市民政局在北京中银慈善基
金的支持下，为该市 1326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投保为期一年人身意外保险。

打造关爱品牌 提升保障标准

赤峰市呵护孤困儿童身心健康

迟来65载的一声“妈！”

一场相距几千公里的跨省重逢，在2024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迎来了团圆。

2024 年 1月 28日，对于王军和他的妈
妈蒋凤华来说，永生难忘。

这一天，江苏省宜兴市丁庄村鞭炮声
声，锣鼓阵阵，热情的乡亲从十里八乡赶来

相迎，整个村庄沸腾着、激动着。
这一天，65 岁的王军知道自己原来的

名字是：董建超。见到亲生母亲的那一刻，
他用尽全身力气从轮椅上站起来与母亲相
拥，沙哑的一声“妈”，叫湿了在场所有人的
眼眶。

这一天，93岁的蒋凤华喜泪交加。“儿
啊,我想你!”便是泪如雨下，“60多年了，我
一直盼着，一直寻找着你，没想到在我活着

的时候还能见到你。”
蒋凤华紧紧拉着儿子的手，抚摸儿子的

脸，拍着儿子的肩……目光始终在儿子身上
移不开。

遗憾的是，王军的亲生父亲在 3年前去
世，老人家临终前一直惦记着这个不知道身
在何方的儿子。

这一天，兄弟姐妹纷纷上前与王军拥
抱，欢迎他回家。旁边的志愿者一一介绍：

“这是大哥”“这是二哥”“这是妹妹”……他
们抱着抱着就哭了，不停地为对方抹着眼
泪，嘴里说着“不哭了”。

为庆祝王军归来，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兄
弟姐妹提前携家人赶来，早早把老屋打扫干
净，准备好团圆饭。当一家人围坐桌前，妈
妈蒋凤华把寓意团圆的汤圆，轻轻喂进王军
口中，细心地为他擦拭嘴角；儿子王军也用

他颤抖的手将一个汤圆，缓缓送到妈妈口
中。母子对望，眼含热泪，笑容甜蜜。

相隔65载，乡音不同，血脉亲情割不断，
想要说的话太多，想要了解得更多……可几
十年的话却不知从哪里说起。

在见到王军前，蒋凤华最想对儿子说的
话是：“儿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想要你，当
时家里有4个孩子，实在养不活，最小的留下
来就要饿死。实在没办法，当时送你去上海
是想让你能活下来……”但是，在见到王军
后，老人重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却是：“感谢
党和政府！感谢那么多帮助我们的人！谢
谢孩子的养父母……”

在场的人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这感人
一幕，他们说，要把这种爱的能量传递给身
边人，让更多人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永远是一家。

“美丽草原永远是我的家”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提起养父母的
养育之恩，王军眼泛泪光，饱含无限深情和
感激。

1960年，王军被送到上海时只有六七个
月大。当年8月，王军被送到内蒙古通辽，成
为了从上海、江苏等地被送到内蒙古的3000
多名“孤儿”之一，他们到了当地之后都被称
作“国家的孩子”。

当时的哲里木盟医院共接收60名“国家
的孩子”，身体健壮的孩子都被领养，几个特
别虚弱的孩子留在医院看护，王军是最虚弱
的一个。

这年9月，通辽百货公司32岁的女职工
冯淑琴，来到了在该院设立的“上海孤儿服
务站”，一眼便看到了这个瘦得皮包骨、身上
满是黑斑、哭声有气无力、眼睛通红的男
孩。9个月大了还坐不起来，冯淑琴心疼不
已，连忙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没想到孩子
马上停止了哭声。

工作人员劝冯淑琴，“这个孩子身体不
好，你抱一个身体好点的吧！”

可是当冯淑琴把孩子放下，他就哭，抱
起就不哭。可能这就是注定的母子缘分，冯
淑琴看着可怜的孩子眼巴巴盯着自己，她当
即决定领养他。从此这个孩子有了疼爱自

己的养父母，也有了自己的名字——王军。
在那个都不富裕的年代，王军的养父母

在生活上倾其所有，细心照料他。在通辽度

过的第一个深秋和寒冬，他一直都被养母抱
在怀里温暖着。

“养母把他裹在怀里，让他贴在她的肚
皮上，用体温给他取暖。”王军妻子向记者讲
述养母冯淑琴养大王军的艰难。

在王军记忆中，在养父母家中，他始终
吃的是家中最好的，“他们喝稀的，让我吃干
的；他们吃咸菜，给我吃炖肉。”在父母的精
心养育下，王军日渐活泼健康起来。

养育之恩，数之不尽。王军7岁那年，意
外骨折，为了保住他的腿，养父母借钱背着
他去天津手术，没日没夜看护他。

王军每次看到腿上手术留下的疤痕，都
会打开父母爱他的记忆闸门。“遇到养父母，
我这辈子是幸运的，从小到大，他们怕我冻

着、热着、饿
着 ，疼 我 如
命 ，教 我 做
人；如今我又
能 找 到 亲 生
母亲，老天待
我不薄。”王
军 和 妻 子 对
养 父 母 有 说
不完的感激，
对 如 今 的 生
活 也 感 到 很
满足。

王军上中学的时候，得知自己是抱养的
孩子，于是他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为什
么被抛弃？”养父母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数次
到上海帮助王军寻亲，但由于线索太少，始
终没能找到。

王军长大成人后，扎根内蒙古，美丽的
草原就是家。在内蒙古工作、结婚、生子。
养父母把对王军的爱延续到他的孩子身
上。孙子直到考上大学，才知道奶奶不是亲
奶奶。

“当时我奶奶告诉我，我的爸爸是他们
抱回来的孩子，我难以接受。因为在我心
里，他们就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我从小是
他们带大的。”王军的儿子王一丁说，“就连
我的名字都是爷爷给我起的。”

“他们对我恩重如山，让我刻骨铭心……”
如今王军因为脑出血行动不便、表达不清，
但是养父母去世的时间他却记得很清楚。
王军说：“养父母把善良、吃苦、勤劳的品德
传承给了我，让我终生难忘 。”

王军妻子说：“王军不缺关爱。从小到
大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都照顾他，工作以后
他勤劳肯干，领导同事们也都对他好……”

找到亲生母亲之后，王军哽咽地说：“我
这一生是党和国家关爱下的一生，我感谢内
蒙古，感谢草原上的人们，感谢我的爸妈，美
丽草原永远是我的家……”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郭晓玲提供)

王军找到亲生母亲王军找到亲生母亲
蒋凤华蒋凤华。。

王军与亲生母亲及兄弟姐妹家族合影王军与亲生母亲及兄弟姐妹家族合影。。

19601960 年年，，哲里木哲里木
盟赴上海接运组工作盟赴上海接运组工作
人员合影人员合影。。（（资料图资料图））

王军养父母王忠王军养父母王忠
厚厚、、冯淑琴与王军的冯淑琴与王军的
儿子合影儿子合影。。（（资料图资料图））

王军王军（（左二左二））祖孙三代其乐融融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