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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的小远（化名）已经上初二
了。前段时间，母亲发现他开始频繁地
摇头晃脑、眨巴眼睛，而且屡教不改，甚
至愈演愈烈，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带他
来到宁波市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
诊疗中心张文武主任医师的门诊。

“孩子，你有什么困扰吗？”当张文
武询问小远时，他的母亲立即抢答道：

“这孩子最近老是摇头眨眼，行为奇怪
得很。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样
才能让思路顺畅做得出习题。医生，您
看他是怎么回事？”

在向小远提问的过程中，张文武发
现母亲已然是小远的“代言人”，每次都
会帮他抢答问题。从这个细节上，张文
武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

通过病史梳理和接触加深，张文武
逐渐厘清了小远的情况。原来，小远小
时候体弱多病，他母亲一直把他“捧在
手心”，生怕他伤着病着，久而久之，小
远便对母亲产生了严重依赖。一般而
言，孩子上小学后都能跟父母分床睡
了，小远却始终不肯跟父母分开，都上

初中了还是跟家长睡在一起。
“小远非常黏母亲，其根本原因是

家长的过分介入和过度保护。家长过
度完美的养育方式，其实也剥夺了孩子
去自我探索、自我克服困难的机会。但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很多困难是无法
依靠家长解决的，孩子自我解决困难的
经验不足，将很难度过这些难关。例如
小远升入初中后，学习压力的增加让他
心理上难以适应，只能通过一些仪式化
的举动来帮他克服内心中的不安，比如
频繁地摇晃脑袋、眨巴眼睛。”

张文武对记者说，孩子黏人的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不但会影响孩子的自我
发展，还会影响他的人际交往。“我曾经
接诊过一个18岁的高三女孩，在家里还
是爷爷奶奶给她盛饭。因为从小到大
都依赖家人，她上学后也想依赖同学，
于是在与同学的交往中就会想尽办法
去讨好他们，但长期使用这种交往方式
又让她觉得疲劳和没有自尊心。”

据介绍，孩子过分依赖家中某个
人，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孩子
本身的性格比较敏感，或在成长过程中
体弱多病，所以总是寻求长辈照护；另
一方面，家长对孩子过度担心和焦虑，
释放了太强的“保护欲”“控制欲”，不给
孩子独立的机会。此外，孩子所处的家
庭环境不和谐，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长
期存在矛盾，也会影响孩子的身心独
立。

“我曾遇到过一些母亲，因为和丈
夫关系不好或和婆婆关系不好，便把注
意力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想把孩子牢
牢捆绑在身边。这对孩子的成长是非
常不利的。”张文武介绍说，心理学上有
一个概念叫分离个体化，是指个体逐步
脱离所依赖的父母，渐渐形成自己独立
个性心理的过程。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需要克服正常的分离焦虑，身心才能向
前发展。存在儿童分离性焦虑的家庭
里，通常存在过于担心的照料者，照料
者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心贯穿于整个养

育过程，导致孩子对父母形成过度依
赖。

他建议：“要解决孩子黏人的问题，
首先就要解决家长焦虑的问题。家长
要敢于放手，根据孩子的情况，提供适
合其年龄的帮助和挑战。家长要做好
适时分离，例如1岁到1岁半断奶，3岁
到6岁分床睡等。家长要能够反思，是
否过于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孩子身上，
如果是，应及时调整，注意给自己留点
空间，给孩子留点空间。”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徐芷菲

14岁大男孩不肯跟父母分床睡，究竟为何？

张文武主任医师坐诊中。

10多年前，凡大伯因家庭琐
事受到精神刺激离家出走，自此
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其间，凡大
伯四处流浪，2019年底，流浪到
宁海县桥头胡街道，当时的他精
神恍惚，语无伦次，答非所问，很
难从其口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本着“先救治、再救助”的原
则，宁海县救助管理站及时将凡
大伯送到了医院救治。

“救助对象文化水平较低，
又不识字，长时间缄默无言，且
存在精神障碍，我们当时无法从
他身上找到更多有价值的个人
信息。”宁海县救助管理站工作
人员陈波说。

为帮助救助对象及时找到
亲人，宁海县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迅速开展寻亲工作，通过全国
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
亲网发布寻亲公告，并通过新闻
媒体等形式发布寻亲信息。 .

“我们还通过走访当地群
众，协调比对公安机关走失人口
库和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发布协
查通报等方式，及时核查其身份
信息。”朱华标表示。

在寻亲未果后，宁海县救助
管理站工作人员报请公安采集

人像、指纹、DNA等数据并录入
相关数据库，进行综合研判甄
别。然而，救助管理站的多方努
力均无结果。最后，救助管理站
替凡大伯办理了当地落户安置
手续，凡大伯成为“新宁波人”。

虽然已为凡大伯办理了落
户安置，但为了让凡大伯早日回
家与亲人团聚，宁海县救助管理
站继续开展寻亲服务。

“我们以救助对象为突破
口，长期耐心与其接触沟通，建
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从多方面引
导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从事
多年救助站工作的潘伟明说。

同时，宁海县救助管理站还
设立寻亲小组，全面梳理寻亲工
作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救助
站工作人员经常与凡大伯接触、
交流，分析地名、人名、口音等关
键信息，做到发现一条疑似身份
信息、核实一条。

转眼，到了2022年底，宁海
县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例行巡
查过程中，凡大伯突然间说了

“利辛”“法堂”两个地名，救助管
理站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有价值
的信息后，立即与当地政府部门
取得联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
当地政府部门反馈，法堂村小凡
的父亲跟救助对象比较相似。
听闻消息后，宁海县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立即与其亲属联系，并
进行视频沟通，终于确定是他们
失踪多年的亲人。

凡大伯走失时儿子年幼，一
晃10多年过去了，儿子小凡已经
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家人们的
出现，打开了凡大伯尘封已久的
记忆，见到屏幕中的家人后，凡
大伯清晰地喊出了家人们的名
字，开心地与他们交谈。看到视
频中的父亲，儿子小凡更是激动
不已，表示要亲自来宁海接父亲
回家。

为了能尽快确认凡大伯的
身份，宁海县救助管理站通过求
助公安部门，为凡大伯父子采集
了DNA样本。经过最终比对核
实，确定了他们之间的父子关
系。

见面那天，小凡见到自己的
父亲，两人紧紧拥抱，泣不成声。

此时此刻，长达10余年之久
的骨肉分离之苦终于画上了句
号。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陈军杰

“10多年了！没想到今天我们父子还能团聚，实在太感谢你们了！谢谢……”
近日，在宁海火车站，宁海县救助管理站副站长朱华标等一行人，将来自安徽的凡
氏父子送上返乡的列车。

10余年寻亲不止

父子泣泪
在宁海团圆

小凡和父亲相拥而泣。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