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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县宣布因无家可归者危机进入紧急
状态》《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数量已达到20世纪30年
代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露宿街头者——美国无
家可归者问题日益严重》……

以上是美国媒体近期关于无家可归者问题一
些报道的标题。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美国2022
年1月有超过58万无家可归者，其中洛杉矶和纽约
是无家可归者最多的城市。

“为什么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有大批人口
不得不住在大街上？”不少美国人自我反思。有美国
人指出，庞大无家可归者群体的长期存在是美国的

“国家耻辱”，残酷地提醒人们美国政客对这一危机
的漠视，其根源在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

“每一个无家可归者背后都有一个悲伤

的故事”

1月的美国西海岸，寒风冷雨暂息。43岁的非
洲裔妇女希克斯忙着用木板加固自己的栖身之所
——一辆废弃在洛杉矶县海港城路边的破旧厢式
旅行车。

希克斯原本是一名厨师，失业后因无力支付
房租而流落街头。她已经在这辆车里住了三个多
月。“没有了工作，付不起房租，太艰难了，”她说，

“我希望能离开这里，找一个更安全的落脚点。”
不远处的街边，72岁的白人男子迈克坐在一

辆轮椅上。除了几个散落的手提袋，只有收养的一
条黄狗在他身旁，陪伴主人熬过漫漫长夜。迈克此
前因健康状况恶化被警方送进医院救治，出院后
继续流落街头。

加州非营利性组织“慈心丝带公益”发起人之一
约瑟夫，常年在这一地区帮助无家可归者，为希克斯
和迈克等人提供食物和衣物等物资。他告诉记者：

“每一个无家可归者背后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有着“天使之城”称号的洛杉矶，全县人口约

1000万，无家可归者接近7万人，两个数字均位居
全美第一。这些无家可归者中，有部分人在政府或
者福利机构的收容所居住，但约70%不得不流落街
头，栖身于汽车、公园、废弃建筑、公交车站、火车
站、机场和露营地等。

数量庞大的无家可归者，已成为美国社会一
大顽疾。《洛杉矶时报》一篇题为《洛杉矶无家可归
者问题是国家耻辱》的社论写道：“不法分子视他
们为猎物，海洛因、冰毒等毒品随手可得，性侵、肢
体暴力屡见不鲜，结核病、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
时时威胁着他们。”为应对愈加恶化的无家可归者
问题，今年1月，洛杉矶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美国另一端的东海岸，纽约市曼哈顿下城
包厘街。已是上午10点半，中年男子普林斯·法克
斯的早饭还没有着落。他左腿膝盖以下残缺，坐在
轮椅上，不停向行人招呼。“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
在挨饿，请救救我，求求你了！”

法克斯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左腿残疾是在一次
军事行动中被地雷炸伤后截肢所致，退伍后政府只
为他提供了几个月的照料和福利。他去政府支持的
收容所求助，却遭到虐待。“我待在大街上是因为这
里比收容所安全。那里的人试图性侵我，打我，并拿
走我的东西。因为失去了一条腿，我无法保护自己。”

交谈中，有志愿者用手推车推来食物分发给
法克斯和附近其他有需要的人。法克斯高兴地说：

“我要吃饭了。”他把一个塑料垃圾桶的盖子盖上，
把食物放上去，以此作为自己的临时“餐桌”。

美国政府2022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
1月全美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有3万多人。研究表
明，退伍后缺乏社会支持是造成退伍军人无家可
归的主要因素。

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无家可
归者人数正不断增加。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一份
报告显示，近年来，纽约市无家可归者人数已达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2022 年 12
月，共有68884人睡在城市收容所，其中包括21805
名无家可归的儿童。

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2022年10月发布的报
告显示，2021至2022学年，纽约市居无定所的公立
学校学生连续第 7 年超过 10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3.3%，约占该市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
些孩子有的住在收容所，有的住在汽车、公园或废
弃建筑中，有的寄宿在亲戚朋友家里。他们经常缺
课，学业表现不佳，其中住在收容所里的孩子的高
中辍学率是有固定住所孩子的三倍多。

“源自多个公共政策的失败，并非意外事件”

美国知名反战组织“即刻行动制止战争消除
种族主义”联盟负责人布赖恩·贝克尔说，美国政
府应该把钱花在人们需要的地方，而非用来资助
战争和军国主义。

“为什么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有大批人
口不得不住在大街上？”贝克尔质问。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执行主任杰

夫·奥利韦特说，当前这轮无家可归者潮始于20世纪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源自多个公共政策的失败，
并非意外事件”。其中一个原因是保障性住房短缺，
目前缺口达700万套。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研
究无家可归问题的专家玛戈·库谢尔表示，加州政府
为极低收入者提供的可负担住房至少短缺100万套。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安排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2010年至2016年，美国用于公共住房的联邦资
金减少21%。这不仅影响了新建住房供应，还导致
现有住房减少。美国全国低收入者住房联盟指出，
每年约有1万套公共住房因失修无法继续居住。维
修现有的公共住房需花费7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一整年的预算还要高。

2022年12月，拜登政府公布一项无家可归者
问题应对计划，表示将把增加住房供应摆在优先
位置，目标是2025年让无家可归者数量减少25%。
不过，批评者认为这一计划治标不治本，是过去失
败战略的翻版。

美国智库凯托学会研究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
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坦纳说，美国历届政府都未能
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人们倾向于找到一个简单答
案，“要么让警察把他们（无家可归者）赶走，要么把
钱砸在住房上”，但这类答案都解决不了问题。

得克萨斯州公共政策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歇
尔·斯蒂布指出，无家可归者通常由代际贫困、吸
毒酗酒、精神疾病、家庭暴力以及缺乏支持网络等
因素造成，拜登政府的计划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
做得不够。

奥利韦特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无家可归
者问题是美国社会的失败而非个人的失败。要区
分造成无家可归者的根本原因和个人风险因素，
人们常提到的精神疾病、药物滥用或家庭暴力等
与无家可归问题有关，但并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问题根源何在？旨在应对加州硅谷无家可
归问题的“目的地：家”项目认为，虽然无家可归者问
题是由多个因素引发并且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
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无家可归者问题存在的“根本
原因是根深蒂固和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西方国家。过去几
十年，美国贫富差距越发悬殊，而美国政府却缺乏解
决贫困问题的政治意愿。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12月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790万，官
方贫困率达11.6%。这些贫困人口承受风险能力较
弱，遭遇疾病、失业、意外等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失去
住房从而流落街头。“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人们源源不
断地沦为无家可归者，我们将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加州非营利组织“全家”联络主管伊迪·艾恩斯说。

美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存在系统性不平等，有近3000万人没有任何形式
的医疗保险。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0年6月
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些美国人失业后付
不起医疗保险费，又没有多少储蓄，生病后陷入财
务困境，最终沦落街头。该报告调查的无家可归者
中，68%的人有过医疗债务。哈佛大学商学院助理
教授雷蒙德·克林德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
尔·马奥尼等人2021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
出，截至2020年6月，全美医疗债务总额估计高达
1400亿美元，低收入者是受此类债务冲击最大的
群体。马奥尼评价，这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经
典案例”，也是“令人震惊和独特的美国现象”。

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美国全
国终止无家可归联盟2020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美国少数族裔变成无家可归者的风险要高
于白人。非洲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为13%，在美
国无家可归者中占比却超过40%。与此同时，流落
街头的拉丁裔也越来越多。美国媒体指出，洛杉矶
县的拉丁裔无家可归者从2015年的约1.1万人猛
增到2022年的近2.9万人，旧金山市的拉丁裔无家
可归者人数2019至2022年间增长55%。

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人士表示，洛杉矶作
为美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却面临严重的无家可归
者问题令人痛心。这是洛杉矶、加州乃至全美面临的
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政客们不能把解决这个问题只
当成选举口号，不是送一顿饭、一条毛毯给无家可归
者，或者开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去别的城市，就能解
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美国无家可归者问题，
采取综合的经济、社会和医疗保健等措施，既要对那
些努力重回社会的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更要从源
头上阻止更多人因无法立足社会而流落街头。

然而，现实中，美国政府宁可每年把数千亿美元
的资金用于军费开支，也不愿投入足够资源真正解
决贫困等社会问题。毕竟，就像前联合国极端贫困和
人权问题特别报告人菲利普·奥尔斯顿曾经指出的
那样，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坚称“人权不包括免于
死于饥饿、免于无钱就医或者免于在极度贫困环境
下成长的权利”的国家。（新华社洛杉矶4月1日电）

“美国梦”碎 何以为家
——起底美国愈加恶化的无家可归顽疾

新华社记者

(上接5版①）
今年，洞口县正努力构建形成以民生

项目建设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更好
满足民生需求的良性循环。聚焦“守底线、
抓发展、促振兴”工作主线，该县全面开展
脱贫群众持续增收攻坚行动，在精准帮扶
上下硬功夫，以就业帮扶、消费帮扶等方式

带动脱贫户持续增收。该县持续全方位关
注、关怀脱贫群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汇
聚起全社会参与帮扶的强大力量。同时，该
县进一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数
字化乡村治理，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将
乡村打造成宜居宜业的新家园，绘就乡村
振兴新画卷。

(上接5版②）
“2021 年 12 月开始种植的 200 亩艾

草，如今能够稳定收获了，亩产可达近 2
万元。”周定卫介绍。现今，合作社已经与
村里 58 户建立“村集体+基地+农民”的
利益联结机制，收益的30%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70%分给在籍占地村民。全村 2357
人共同富裕的目标，由梦想一步步变为

现实。
周定卫只是廉桥“归雁”群体的一个缩

影。该镇通过建立“镇—村—乡贤”的数据
搜集机制，已搭建了650人的乡贤人才库。
如今，廉桥返乡创业的乡贤能人队伍逐步
壮大，这一群“归雁”以反哺家乡为初心，以
干事创业为依托，通过发展产业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4月2日，四川省西昌市西昌一中举办2023年度成人礼，学
生在成人礼上参加礼拜父母、跨越成人门、向未来寄语等仪式，致
敬青春，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图为在西昌一中成人礼上，家长带领
学生走过“成人门”。 新华社发（李结义摄）

成人礼
致青春

2023年4月2日是第十六个世界提高
孤独症意识日。我国今年的主题是“关爱孤
独症儿童，关注与支持孤独症人士的照顾
者和专业工作者”。记者走访一些地方的学
校和有关机构了解到，目前社会对孤独症
群体的认知、接纳、包容在进步。通过各方
努力，一些学校在对孤独症儿童的融合教
育上有了令人欣喜的探索。

更多关爱：从“爱心小天使”到个
性化教育计划

“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他很棒！”在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沙墟二小学的课堂上，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为孤独症儿童小军鼓
掌，他的进步得到了全班同学的鼓励。

小军每天会得到学校“爱心小天使”的
帮助：早上牵他的手去课室，下课带他去上
厕所、喝水，课间跟他一起玩游戏，拉着他
参加校园活动。小军就这样一天天融入校
园生活。

每学年初，经学生自荐和班主任推荐，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沙墟二小学会遴选出
20 名普通生，由特教教师培训后，成立暖
阳爱心小分队，协助孤独症儿童及其他障
碍类型特需生尽快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
同时增强普通生的社会责任感。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沙墟二小学副校长
李敏宁说，在孤独症儿童入学后，学校特教
团队会对其进行教学评估，拟定个性化教
育计划，设计针对性的文化课程、康复训练
等，并坚持“术科融合为主、优势科目为辅”
原则，引导学生随“科”就读。

位于海南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
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则在体能训练上尝
试做融合。基地教学中心主任严静说，孤独症
儿童在户外场地做足球训练时，让普通儿童
加入进来，能带动孤独症儿童更快地进步。

在广州市黄埔区会元学校，每个有孤
独症学生的班级都设立了关爱小组，发动
同班同学给予其需要的帮助。除了资源教
室提供个性化教育支持外，学校探索出科
教卫体结合的融合教育思路。

更好融合：让更多孤独症儿童融
入社会

孤独症是一种伴随终身的先天性大脑
发育障碍性疾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组
织的针对中国6岁至12岁儿童孤独症及其
共患病的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是0.7%。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提出，推进融合教育，全面提高特殊教
育质量。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校
长李际新曾在普通学校探索开展了10多
年融合教育。他说：“融合教育是比较广泛
的概念，既要融合到学校的课堂中去，也要
融合到不同学科、不同人群中，比如和各学
科的教师、和普校同班同学都能融合在一
起，最终目的是融入社会，使孤独症儿童真
正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李际新表示，融合教育没有影响普通
学生的学习，也让善意在校园中传递。

随着社会的接纳、包容和支持，越来越
多的孤独症儿童从特殊班走向普通班，从
特殊学校走向普通学校。

更强支持：从学前、学龄到全
生命周期

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将符合条件的
0岁至6岁孤独症儿童纳入康复救助范围，
为他们享有基本康复服务提供了制度化保
障。对于教育者，2022年发布的《特殊教育
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体现了对特殊教育教
师的支持，主要包括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和
提高待遇保障等。

但同时，现有的政策扶持、补贴、资源
配置还不足以覆盖孤独症人士全生命周
期，长期且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让孤独
症儿童家庭不堪重负。对一些特殊教育工
作者的支持仍不够。

岭南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副教授石梦
良2018年自发成立孤独症志愿服务团队，
长期坚持“家长喘息计划”“以师之手，与子
同行”“随班就读儿童影子老师计划”等形
式的志愿帮教，为孤独症儿童家长提供喘
息时间，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孤独症儿
童提供影子老师服务。

有效降低孤独症儿童家庭干预成本，
促进行业科学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精神残
疾人及亲友协会孤独症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樊越波说，截至目前，孤独症治疗方法
主要是国际认可的28种具有循证依据的
非医学干预方法。她带领广东省孤独症康
复教育协会的研究与教学示范基地——
广州“星之光盐”团队，经国际权威部门授
权，翻译了这 28 种孤独症循证干预方法
指南资料，免费提供给相关专业人员及家
长学习。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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