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资讯 香港蔡氏姐弟的洛阳公益之路

来源：东方今报   作者：东方今报记者 弯继伟 通讯员 赵笑菊   发布时间：2015-1-8 8:26:04   浏览次数：
889次

导读：2000年，为帮助孤残儿童，在海外工作生活的蔡懿慧、蔡克颖姐弟俩回国成

立香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

2003年，两人不远万里来到洛阳，发起“再生父母·寄养计划”。12年来，一直致力于

帮助洛阳孤残儿童回到“爸爸”“妈妈”怀抱的公益事业。□东方今报记者 弯继伟 通讯员

赵笑菊/文 记者 张欢欢/图

 

香港蔡氏姐弟的洛阳公益之路 十二年助孤残儿童回“父母怀抱”

放下工作 回国救助孤残儿童

 

“宝贝们，快看！这就是香菇！”

    “哇！是我们吃的那种吗？”

    “对啊，香菇的英文怎么念，有谁知道？”

    ……

    1月5日，洛阳多云，不是很冷。上午10时许，洛宁儿童福利院南侧菜地的香菇

种植大棚里，蔡懿慧、蔡克颖姐弟俩正手拿香菇，给身边十几个七八岁模样的孩子讲

课。孩子们一个个仰着小脸，双眼盯着香菇，认真地听着、看着。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

让他们认识香菇是如何长出来和采摘的。

    这不是一群普通的孩子，他们全是洛宁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儿童，其中不少是孤



儿，有的还身患残疾，是“再生父母计划”让他们与蔡氏姐弟结缘，进而得到救助。

    提起“再生父母计划”，还得从蔡懿慧和蔡克颖姐弟俩说起。蔡懿慧和弟弟蔡

克颖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家里兄妹六个，蔡懿慧排名老二，蔡克颖排

行老三。姐弟俩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移民到了海外，两人大学毕业后，也在国外分别

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1993年时，蔡克颖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地产及商业顾问公司当企业顾问，蔡懿

慧则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跨国金融企业做金融投资顾问。这年秋天一次聚会时，姐弟俩

闲聊时谈到了孤残儿童问题。作为基督徒的两个人都希望将来能够通过努力，帮这

些“上帝的宝贝”找到“爸爸”“妈妈”的温暖怀抱。

    这个愿望在姐弟俩的心中不断酝酿，越来越强烈。2000年，两人经过商量，他

们放弃了工作回到香港，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蔡懿慧任总裁，

蔡克颖任董事，正式踏上救助孤残儿童的道路。

   

辗转各地 终于决定扎根洛阳

   

“取名‘主流梦工场’就是希望梦想成真，让孩子们希望得到爸爸妈妈怀抱的梦想

成真，也让帮助孤残儿童的行为，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行为。”蔡懿慧解释说。

    一切似乎早已被安排好。香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成立时，恰好赶上民政部

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地的儿童福利机构试行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制度改革。觉察到时机到

来后，蔡懿慧姐弟俩开始尝试联系国内一些城市开展帮助孤残儿童的活动。

    最初，两人将目光放在了北京等一线大城市上，他们多次与当地的儿童福利机

构洽谈，都未能如愿。但这些未能阻挡姐弟俩的热情，他们一直没有停止与其他城市的

儿童福利机构接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名声”也在国内救助孤残儿童人士的圈子

内慢慢传开。

    2001年，时任洛阳市儿童福利院院长的裴中海，听说姐弟俩的事情后非常感

动。后经朋友介绍，裴中海和蔡懿慧姐弟坐到了一起，并就如何开展救助洛阳的孤残儿

童进行了洽谈。经过长时间的相互考察和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合作协议，洛阳市儿童福

利院决定全力支持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的“再生父母·寄养计划”，在洛阳市范围内

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行动。

    “‘再生父母·寄养计划’活动的目的是为孤残儿童找一个新家，使这些小生

命能得到照顾，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蔡克颖说，凡是寄养的家庭，夫妻俩最多只能有

两个孩子，而且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不需要家长继续照顾；其次，家庭的经济状况要



好一点，必须有一个家长能够全天照顾孩子，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会每月给每个家庭

300元补助，并定期家访；还会定期邀请国外专业人士对寄养家庭的家长们进行专业培

训，以求让孩子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生活环境。

 

 

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内心很强大

从救助孤残儿童到帮助困境儿童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再生父母·寄养计划”在洛阳市儿童福利院稳步运行。蔡懿

慧姐弟俩并没有满足，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帮助更多儿童的机会。

    2011年，洛宁儿童福利院成立，收养的孩子多数是身体健康智力正常的孩子，

他们大都家庭出现变故父母无力抚养或无法接受良好教育。在洛宁儿童福利院，当这些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后，都会被安排在附近小学上学，7岁以下的孩子却无法接受幼儿

园教育，导致他们在上小学时很难跟上课程进度。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姐弟俩有了新的想法。2012年，在和洛宁县民政局沟通

商议后，蔡克颖开始在洛宁儿童福利院4楼筹建香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 “再生父母

·栋梁计划”培训中心，帮困境儿童接受优质的教育，让这些孩子将来也成人成才。

    走进“再生父母·栋梁计划”培训中心，一个现代化的幼儿教育中心出现在眼

前，整个教育中心1200余平方米，被隔出了钢琴房、舞蹈房、电教室、课室等一个个功

能性房间，幼儿启蒙书籍，钢琴、电脑、模型等教具一应俱全。

    蔡克颖介绍，为了让孩子们接受优质的幼儿教育，培训中心专门设置了“幼儿

双语教育班”，结合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幼儿园的教育模式，文化基础课程仍遵循

本地教育教学大纲，搭配新颖装修、以品格课程为基础，注重孩子们的个性培养特长。

   

建实验农场培养孩子生活技能



 

截至目前，洛宁儿童福利院共有14名困境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他们被分成小班和

学前班两个班，培训中心的老师每天分开给两个班的孩子教授不同的课程，同时也不失

时机培养孩子的生活技能，实验农场就是其中的一项。

洛宁儿童福利院成立时，院内有一块空地一直闲置。2012年，培训中心成立以后，

为了节省开支，蔡克颖请来附近村民作指导，带领中心的老师在这块面积4亩多的空地

上搭起了蔬菜塑料大棚，盖起了猪圈。就这样，一个家庭式的农场建了起来。

    蔡懿慧姐弟俩为孩子上课时，记者在农场内进行了参观。整个农场内共设置了

六个大塑料棚，各个大棚内都种着不同的蔬菜，白菜、萝卜、香菇、蒜黄、菠菜等蔬菜

一应俱全，长势良好，在蔬菜大棚中间的猪圈内，还养着几头猪。

    平时这里的蔬菜由培训中心的老师们管理，收获的蔬菜全部供福利院儿童食

用，养猪是为了让孩子们吃肉，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宰上一头。蔡克颖介绍，为了建这个

农场，基金会投入了数万元，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的蔬菜，同时，也可以教

会他们干农活的生活技能。

    “我们不期望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科学家，他们出生在农村，我们只是希望他们

现在能够认识这些农作物，学会干一些农活儿，将来走出福利院，这些有可能成为他们

生活的依靠，让他们快速适应生活”。

   

救助是为了孩子内心的改变

 

2003年香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实施“再生父母·寄养计划”，12年来得到救助

的孤残儿童有200多个。这些孩子各自进入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不少孩子还完成了学

业，走上了工作岗位。香港主流梦工场“再生父母·栋梁计划”培训中心的员工党小茜

就是其中的一个。

党小茜老家在新安县，因为从小失去父母，党小茜被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收养。在香

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的救助下，党小茜顺利完成学业，并于2013年拿到了山西一所

高校的英语教育专业大专文凭。

    毕业时，她曾被厦门市一家单位看中，但她选择回到这里。当被问到当初为何

选择回来时，党小茜说道：“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很感谢他们，我也知道这里的孩

子是多么的需要关爱和帮助，愿意回来帮助他们”。

    不仅自己回来跟着蔡懿慧姐弟俩做公益，党小茜还发动周围的人一起来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回洛阳时，她就带了3个同班同学一起回来。

    在党小茜的眼中，“叔叔”蔡克颖是一个高尚而无私的人，正是有了他的帮



助，她才从当初一个患有轻度自闭症的孤儿，健康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自

食其力。现在，在“再生父母·栋梁计划”培训中心内，党小茜负责小班孩子的英语、

手工等课程。

    “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内心变得很强大，他们不管从习惯到心理都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他们能够面对社会生活，同时也知道感恩，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蔡克

颖说。

    生活精打细算 做公益“不差钱”

2003年刚到洛阳开展“再生父母·寄养计划”救助孤残儿童时，蔡克颖和姐姐经常

是香港和洛阳两地跑，“再生父母·寄养计划”的主要资金都是基金会的自筹款项。用

蔡克颖的话说，他们在前方“打仗”，在洛阳照顾孩子、培训社工及寄养家庭，同时接

待香港来的爱心人士。姐姐蔡懿慧则在香港负责募集慈善基金，组织会员活动。

蔡克颖说，整个团队现在在洛阳每年的开支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在不断有爱心人

士的加入，如果一段时间资金缺乏，他就会拿出自己的钱贴补上去，正因为如此，十几

年来，香港主流梦工场慈善基金会实施的再生父母计划的资金从没有出现过问题。

    做公益“不差钱”的蔡克颖，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平时很少给自

己买衣服。采访期间，记者发现蔡克颖腿上穿的墨绿色的条绒裤，已经被磨破了绒，露

出了底色，用的手机也是千元左右的国产手机。

    在蔡克颖看来，自己日子过得紧巴一点不算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生活习

惯方面的问题。

    “之前在南方吃饭比较淡，到洛阳后，这里的饭很辣，吃一点辣就会拉肚子，

经常吃不好饭。”蔡克颖说，“香港那里的空气比较湿润，到了洛阳我就浑身出红色的

小疙瘩，现在还是一样，没办法啦，慢慢适应吧，哈哈哈！”

 



全家移居洛阳一起做公益

发动全家来洛阳做公益

为了节省开支，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儿童的公益事业中。2009年，蔡克颖在取得家

人的同意后，带着全家移居洛阳。

    蔡克颖有两个孩子，男孩今年7岁，女孩4岁。本月4日刚好是蔡克颖儿子的生

日，当天由于有好多事情要忙，他只买了生日蛋糕，非常简单地给儿子过了生日。

    当问及这些年的公益之路是否辛苦，蔡克颖笑着说：“我和姐姐做着喜欢的事

情，很快乐，没有什么好辛苦的，再说，做这项工作也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2006年，当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蔡克颖还是独身一人，在朋友的介绍下，蔡

克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刘阿萌，彼此产生好感。为了让女朋友更了解自己，蔡克颖带着

刘阿萌从香港来到洛阳“参观”自己的事业，也正是这次“参观”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刘阿萌成了现在的蔡太太。

    “第一次到福利院，我看到孩子们那种纯洁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心一下子就

被抓住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或许我能帮助他们！”刘阿萌回忆道。被蔡克颖

坚持做公益的精神感动，2007年，刘阿萌选择蔡克颖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很快两人走进

婚姻的殿堂。婚后，刘阿萌毫不犹豫地来到洛阳，和丈夫一起做公益。

   

希望在各个乡镇建立工作站

 

来到洛阳进行救助儿童的公益事业12年来，蔡懿慧和蔡克颖曾被很多人问及做这样

事情的“收益”是什么。

    每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姐弟俩都会先给提问人一个大大的微笑，记者采访当天

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当初搞寄养计划，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救助孤残儿童，

这做的是一件善事，而做善事就是跟着心里的感觉走，不图什么，只要每天在做，就会

很快乐啊！”蔡懿慧笑着说，“救助一个孩子不会只是影响这个孩子，还会影响包括寄

养父母在内的很多人，比如小茜，正是因为有我们的帮助，她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同时，她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加入，她的同学和她一起来这里工作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爱心的传递。”

    “12年来，经我们救助的孩子也就200多个，数目不多，但它的背后却是一个巨

大的群体，我们不求数量的多少，只求质的改变，因为不管孤残儿童还是困境儿童，需

要的不只是简单的物质支持，他们更需要精神的关怀和内心的改变，只有让他们懂得生



活的美好，他们才会敞开胸怀去感受生活、享受生活。”蔡克颖说。

    “再生父母·栋梁计划”从2012年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蔡克颖说，“再

生父母·栋梁计划”仍处于探索期，也在一天天逐步成熟，他也真切感受到了这项工作

带来的影响，未来他希望在洛宁县各个乡建立工作站，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微说新闻】利他 吸引善的能量

    记者采访蔡氏姐弟时，一直有个疑问：他们十几年辛苦付出，语言不通，两地

奔波，搭钱搭工夫，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现实生活中，衡量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时，常常会用两个

字，“利”和“名”。从蔡氏姐弟的身上，看不到利的元素。这么多年他们四处筹钱做

善事付出爱心，没有看见过他们收到“回头钱”，而在这样的慈善活动中，受益的是福

利院里处于困境中的孩子。

    至于说为了什么好名声的话，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有人把钱捐出来即可，大可

不必大老远来到这么个饮食、生活都还不习惯的地方做慈善。其实，蔡氏姐弟也曾到北

京等地福利院联系做慈善，但最终因为那里的条件相对好，就放弃了，而选择了相对偏

远的地方。

    针对这样的疑问，在记者的多次追问之下，姐姐蔡懿慧说，她觉得都是吸引力

的缘故。在她看来，所谓的吸引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己的信仰，吸引着他们做这

样一件事情；另一个方面是他们做这件事情，吸引了很多善良的人和他们共同去努力。

用他们的话说，没有那么多好心人和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情，他们根本不能够做到现在的

样子。

    弟弟蔡克颖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河南做事情后，有的朋友露出了诧异的表

情，“哇，你在河南，你没有被……”每次遇到朋友们这样诧异的表情，他总会回答，

他感觉挺好的，这么多年了，没有遇到过别人说的骗子，也没有遭遇过小偷等不好的事

情，相反，他遇到的都是和他共同努力做事情的人，大家在一起也都很开心。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蔡克颖感叹，或许是好人吸引好人吧，他做好事，自然就

会吸引善良的人来到他身边，而那些不好的人自然就会离他远远的。

    也正是蔡氏姐弟的话，让记者心中的疑问有所释然。这么多年，从名和利上，

确实看不出他们姐弟得到了什么，但是他们身边确实吸引聚集了一些好朋友，信任他

们，甚至是把他们当亲人。和蔡氏姐弟打过十几年交道的洛阳市儿童福利院原院长裴中

海说，他们真是做慈善的，从心底里佩服他们。一位被他们救助过的女生说，他们就是



自己心里的再生父母。

    其实，仔细分析蔡氏兄弟的经历，他们做了什么，栽下了什么样的树，收获了

什么样的果实，得到了什么回报，恰好说明一个道理：多做利他的事情，不仅会吸引相

同的能量，还能真正把事情做好，把正能量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刊发这样一篇稿子，

希望告诉大家的内容，但愿您也有所收获。 东方今报记者 付首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