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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正海、韦建设的做

法，一部分人持肯定态度，称

让流浪汉从事点体力劳动，

有饭吃，有衣穿，总比让他们

漂在外面挨饿受冻强。也有

人提出异议，说利用流浪汉

的劳动能力挣钱，没合法的

收留手续，是非法雇用行为。

对此，河南省社科院专

家周黎英认为，救助流浪人

员的行为是一种善举，是对

残疾人、弱势群体的自发扶

助，值得鼓励，但现实中一

些收留方式欠妥。个人或

社会团体可以积极参与到

救助活动中来，政府救助应

发挥主导作用。

有专家认为，从民间实

际情况看，只要双方不存在

欺诈、胁迫或暴力手段，双

方自愿一起生活劳动，这种

行为为流浪人员生存提供

了便利，应当肯定。

但多数地方民政部门

的人士称，不应让流浪人员

参与廉价劳动。

河南鼎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钢称，普通百姓收留

流浪乞讨人员，尤其是精神

或智力不健全人员，只要是

出于爱心慈善的目的，并无

不妥，但最好向当地派出

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报

告，既有利于弘扬社会道德

风尚，也有利于保障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若以营利为

目的，为其安排劳动，则肯

定违反劳动法规。

民间人士收养流浪汉后引发多起民事诉讼

收留流浪汉18年 遭索赔30万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民到城市中寻找生存机会。

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因为各种原因沦落街头成为流浪的人员数量也逐年增

长，并日益构成流浪人员的主体。近日，媒体报道了“收留流浪汉18年遭索赔

30万”的案例，尽管这在全国并不多见，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多起收养流

浪汉的案例，其背后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引发的争议也时有发生。

刘立旺是湖北省郧西

县香口乡人，今年 57 岁。

1994年春节后，时年39岁

的刘立旺去陕西省礼泉县

找亲戚，因不识字迷路了，

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当年，刘立旺的家人曾

在西安火车站附近张贴寻

人启事，但没有任何消息。

2011年10月2日，意想

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刘

立旺竟突然出现在家乡村

口 。 此 时 ，他 已 离 家 18

年。村庄变了样，刘立旺一

脸彷徨。村里一位老人认

出了他，并通知其家人。大

哥刘立财见到弟弟，悲喜交

加，于是把他领回家。

经询问家人得知，刘

立旺一直住在西安市未央

区一个叫百花村的地方，

是当地一户王姓居民收留

了他。他每年帮着王家养

二三十头猪，有时还用三

轮车帮着送货。

走失 18 年突然回家，

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但刘立旺的亲属却高兴不

起来。侄子刘德坤表示，

叔叔与走失前相比瘦了许

多，说话也不利索，而且还

得了病。刘立旺的亲属认

为，18年来，刘立旺一直给

收留他的人免费打工，现

在生病了被送了回来，王

家作为收留方，应该支付

刘立旺18年的劳动报酬。

刘家人来到西安，找到

王家要求支付劳动报酬未

果。刘立旺亲属将王家诉

至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刘

家表示，刘立旺回家后经医

院检查患肝硬化等病，现治

病已花去了上万元。刘家

人觉得不公平，人能干活的

时候留着用，身体不行了就

打发回家。原告认为，双方

之间应属雇佣关系，王家应

当支付其劳动报酬，加上医

疗费、交通费等，共应支付

30多万元。

该案被告王先生辩称，

1994年初，其看到一个流浪

汉在街头游荡，觉得十分可

怜，于是将他带回家安顿，

从此一住就是18年。

王先生说，自己家也

不富裕，前些年养猪让刘

立旺帮着看管，干点活，刘

立旺有病后也曾送他到医

院看病。

王先生的代理律师说，

收留之举是一种延续的救

助行为，并不属于劳动雇佣

关系；双方没有书面或口头

协议，也没有人强迫，刘可

随时离开。刘立旺是主动

留下来与王家共同生活的，

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不可能是雇佣关系。

截至发稿时，法院尚

未对该案作出判决。

在河南省信阳市，杨正海是个名

人，从 1999 年开始，他先后收留过

200 多名身体残疾或智障的流浪

汉。平日里，杨正海驾驶着机动三轮

车，拉着智障流浪汉帮人家扛沙子、

运水泥。此前杨正海是一个人为人

打工，收留流浪汉后，他就让流浪汉

和他一起干。杨正海为这些人提供

固定的吃住场所，组织他们劳动，也

获取一些收入。杨正海自称为照顾

这些流浪汉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

水，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委屈和痛苦。

杨正海的这种举动得到了一些人的

赞扬，但同时也引来了一部分人的质

疑，有人称杨正海貌似大善人，其实

是个“黄世仁”。杨正海不给流浪汉

们报酬，他的收养行为也没有得到民

政部门的认可。对此，杨正海否认利

用流浪汉挣钱，对于有人质疑为什么

不收养那些老弱病残的流浪人员，杨

正海则明确告知：经济上承受不了。

和信阳的杨正海不同，河南洛阳

农民韦建设也收养流浪汉，但他给流

浪汉发工资。

韦建设是洛阳市李楼乡人。从

1992年办养鸡场起，他收养流浪汉总

数达到150人。闲暇时间，他常到洛

阳市的大小胡同转悠，见到蓬头垢

面、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无论是智障

还是身残，他一概带回家，给他们洗

澡、换衣、理发，对有病的还送到医院

治疗。平日里，流浪汉跟韦建设一起

劳作，碾饲料、喂鸡、拾鸡蛋、搬运货

物。韦建设说，如果流浪汉能想起家

的地址，他就会帮他们联系，要么亲

人来接，要么开车直接送回，也有自

己回家的。有人质疑说，韦建设收养

流浪汉是在使用廉价劳动力，所谓的

义举背后其实是经济利益趋动。对

此韦建设称，他给流浪汉每人每月

200元到500元的薪水，还把钱寄给

了他们的监护人或继承人……

如今在全国各地，类似杨正海、

韦建设这种收留流浪汉的情况很

多。山东省利津县的“破烂王”李俊

民，从1997年开始收留流浪人员，创

建了“爱心家园”，先后把近千名流浪

汉“捡”回家，管吃管住，流浪汉则为

李俊民的废品收购站“打工”。李俊

民的做法同样引发不少争议，有人称

是积德行善，也有人认为在利用流浪

汉牟利。乃至当地一些官方人士都

认为，李俊民利用流浪人员牟利，其

行为不是单纯的献爱心。

“爱心牟利”起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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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劳动难界定

据了解，目前一些流浪

在外、失去监护的人员，很

容易沦为黑心工厂牟利的

“工奴”。郑州大学法学博

士刘静说，如果残障人士可

以工作，具备一定的工作能

力，他们可以通过政府部

门、当地残联介绍适合他们

的工作。

刘静说，如何维护流浪

者的合法权益，无论政府还

是民间，都在积极作出尝

试，但近年来山西、河北、湖

南出现的黑砖窑事件，流浪

汉无一例外地成为黑心老

板牟利的工具，这暴露出新

的社会救助机制在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缺陷。

刘静表示，当前解决之

道，除了强化救助、

监管等责任外，

还需要鼓励非

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等介入

社会救助工作，但这个民间

机构一定要是非营利性的，

如果通过智障人士进行牟

利，就一定要予以严打，有

关部门还要完善相关管理

监督机制。比如社会上的

“爱心家园”、“残疾人自强

队”等，他们一直没有名分，

政府一直不愿意进行登记，

使这些组织处于一个非法

状态，出了事再追究时，官

方都会顺理成章地给他们

认定为未办理任何手续的

“个人行为”。政府力量不

够，民间救助机构工作受

阻，就使国家救助制度时常

陷入困境。因收留流浪汉

引发的争议就会长期存在。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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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哥”

流浪汉流浪汉““微笑哥微笑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