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学！一个外来孩子的心愿
来济南半个多月了，可山坡的上学问题一直没有结果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林媛
媛 实习生 邵明红 ) “我想上
学。”24日，当被问起自己的新年愿
望时，11岁的孔令坡回答得有些羞
涩却坚定。小名山坡的他离开家乡
来济南已经半个多月了，捡废品的
爸爸到处给他询问上学的事情，可
至今仍没有结果。

24日下午，记者在省城南部一
间破旧的房子里见到山坡时，他正
和妈妈两个人坐在小板凳上晒太
阳。山坡身上穿着新的帽衫和棉
袄，他说这是一位好心的奶奶送给
他的。一双大大的黑色棉鞋是爸爸
捡废品时捡来的，洗净晒干之后穿
在了山坡的脚上。

在不足20平米的房子里，放着
一张1 . 2米的小床，晚上山坡一家
三口就睡在这张床上。床头大大的
窗户有3扇是没有玻璃的，用一块
破烂的塑料布糊上，被风吹得哗哗

响。门口一个大木椅子上，摆放着
山坡的书本，这是山坡的小书桌。

山坡来到济南已经大半个月
了，因为没法上学，他每天除了自
己看会儿书，大部分时间就是跟
有精神病的妈妈呆呆地坐着。“爸
爸白天出去捡废品，晚上回家的
时候教我语文和数学。”山坡说，
他在老家上四年级，他的数学成
绩是全班第一名，其他功课成绩
也很好。“现在不大好了，没学过
的我自己看不懂，爸爸讲得不如
老师讲得好。”

3个月前，山坡的爸爸孔祥喜
带着山坡的妈妈来到济南打工，当
时山坡跟年近八十岁的奶奶在老
家生活。“没办法，为了给他妈治
病，欠下了两万多块钱的债，庄稼
活忙完了，想出来打工挣点钱还
账。”

“奶奶每天都喝酒，喝了酒就

骂我，有时候还打我。”山坡说，他
在老家很想爸爸和妈妈，有时想得
晚上都哭。“天天给我打电话，最多
的一天打了18个电话。”孔祥喜说，
他在济南也对山坡放心不下，托人
把山坡从泗水接到了济南。可到了
济南之后，山坡的上学成了个大难
题。孔祥喜打听过多所外来务工子
女学校，但学校表示只能等到明年
9月1日才能让山坡入学。

孔祥喜说，他希望山坡能尽快
上学，怕耽误了孩子。“我不会英
语，语文也就能教他认认字，要是
等到明年9月上学，就得耽误大半
年。”曾多次帮助过山坡一家的“兵
妈妈”齐亚珍也很为山坡的学习发
愁，她觉得就算不能让山坡正式上
学，如果有学校愿意让他旁听也是
好的。“就算找不到学校，如果有大
学生志愿者能定期来给山坡上课
也好啊。”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穆静) “我的最大爱好
就 是 读 书 ，书 再 多 也 不 嫌
多。”新晨(化名)是济南市闫
千户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学
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但
由于家庭条件有限，她的父
亲每学期只从书店给她买两
本书。这个新年，她最想得到
的就是几本课外书。

26日，在闫千户小学图
书阅览室，新晨正在看书。

“我最想看的书是伍美珍、
郁雨君、杨红樱、梅子涵的
书。”谈起图书，新晨很感兴
趣。她说新年愿望就是想多
看几本这些作者写的校园
小说。“图书室里的小说早
被同学们借走了，真想自己
有几本小说，想什么时候看
就什么时候看。”

“孩子老嚷嚷着要书，
家里哪有那么多钱，我得限
制着她看书。”新晨的父亲
说，新晨非常喜欢看书，但
是家里条件实在不允许，他
每学期规定只给孩子从书
店买两本新书。“其他的书
都从旧书摊上买，一两块钱
一本，很便宜。”

新晨的父亲说，他现
在靠收废品赚钱，新晨
的妈妈则在一家茶叶店
里打零工，两口子每个
月总共能有2000余元
的收入。“新晨还有一
个弟弟，一家四口日
子过得挺紧巴，哪有
那么多的钱买书看
呢。”

新晨一家是1999年搬到
济南的，虽然来济南有十几
年了，但由于家里日子过得
挺紧张，济南的景点中，他们
一家只去过泉城广场。“有好
几次路过趵突泉，新晨的弟
弟都嚷嚷着要进去，门票好
几 十 块 钱 一 张 ，哪 舍 得 买
啊。”新晨的父亲不好意思地
说道。

“除了小说，我还喜欢看
儿童文学和趣味数学，趣味
数学书中有许多数学上的小
故事，看起来很有意思。”新
晨说，她读书的速度很快，爸
爸给买的两本书没多长时间
就被她读完了，“我盼着这个
寒假，能有更多的小说可以
读。”

“书再多也不嫌多”
新晨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可父亲每学期只能给她买两本新书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修从涛) 今年刚来济南
的小佳(化名)现在楚家庄小学
上学，她的父母2006年就从河
南老家来到济南打工，在槐荫
区中赵村租了一间14平方米
的小房子。“家庭条件比较艰
苦，租了个便宜点的房子，月
租120元。孩子今年都上小学
了，这里不用交借读费，我就
把他们都接过来了。”小佳的
父亲介绍道。

小佳的父母都没有稳
定的工作。“我给漏雨的房
子做修理，有活就干，没活
的 时 候 就 歇 着 ，收 入 不 稳
定 。她 妈 妈 也 没 有 固 定 工
作，一般是做点零活。”小佳
的父亲说，他们夫妻俩一个
月的收入多时能达到 3 0 0 0

元，少的时候也就2000元左
右，除了房租和正常的家庭
开支外，还要抚养两个读书
的孩子，日子过得很紧。

小佳的父亲说，小佳有
个 6岁的弟弟，今年读一年
级，也在楚家庄小学读书。

“他们都在学校里看课外书，
很少给他们姐弟俩买书，我
记得就给小佳买过一本作文
书。”小佳的父亲说，小佳是
今年7月和弟弟一起来到楚
家庄小学上学的，“他们姐弟
俩来济南几个月了，几乎没
有去过市区，平时我跟他们
的妈妈要出去工作，他们放
学后就待在家里写作业。”

小佳的父亲说，在今年
暑假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
过一次泉城公园，后来就再
没带他们到过市区。说到看
课外书，小佳说，“家里面没
有课外书，父母基本上不买，
平时也就在学校图书室里看
看课外书。”小佳的心愿就是
能有几本作文书，“要是有个
新书包就更好啦，真想有个
新书包啊！”

“真想有个新书包啊”
来济南上学已几个月，

小佳的家里却几乎没有课外书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修从涛 穆静) 为了满足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济南市目前
已经确定了许多定点学校来接收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然而，与市区
的许多重点学校相比，部分地处偏
远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教
学条件上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图
书的数量以及更新速度，还无法完
全满足学生们的需求。

36平方米的小屋里，紧凑地摆
着两排6米长的书架和两张长桌，
书架上堆着满满的书籍，其中不少
已经泛黄。这个小屋就是槐荫区楚
家庄小学的图书室，每天午饭时间
和下午的大课间，学生们就会到图
书室里来看书。

楚家庄小学是槐荫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之一，目前就
读的学生共有221名，其中近半数
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楚家庄小学
校长安秀艳说，“我们学校的图书
赶不上学生的要求，每年也就能更
新300多册，一些从别的地方过来
的学生，英语普遍较差，图书室里
最缺少的就是英语辅导书。”

据了解，楚家庄小学的图书室
约有5000册课外书，但其中过时的
书比较多，适合学生看的也就3000

册左右。学校总务主任赵老师说，
“按照要求，每名学生要有30册以
上的课外读物，学校里的图书远远
达不到这个标准。”

与楚家庄小学相比，同样是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的济南
市闫千户小学稍好一些。闫千户小
学的图书室位于教学楼四楼，里面
满满当当地摆放了许多白色的书
架，其中不少书架上摆满了图书，
但也有一部分书架空着。

“学生们的阅读量还是偏少，

希望能有更多图书让孩子们阅
读。”闫千户小学校长卢坤说，学校
目前540名在校生中，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占70%以上，其中有不少学
生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仅仅能解决
温饱问题，家长没有钱给孩子买课
外书，有不少家长也没有给孩子买
课外书的意识。“如果社会各界能
帮我们建一个‘爱心书架’就太好
了。这可能不在于书的多少，而是
通过这种形式，让孩子们感受到社
会对他们的关爱。”

今日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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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这座城市里的很多孩子一样，上学、放学、做游戏、复习功课，可从根上来说，他们又不属于这座城市。
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可他们中有的甚至连泉城广场都没去过过。
他们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被称为“打工子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父母在哪儿，他们的家就在哪儿，他他们的学校就在哪儿。
他们也像很多同龄孩子一样，希望得到崭新的书包、新潮的玩具，可父母微薄的收入却很难满足他们的所有心愿。
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让我们伸出双手，帮这些外来的孩子圆他们一个个小小的梦想，让他们在寒冬里，也能感受到到来自这座城市的温暖。
您可以拨打本报社区热线96706126，告诉我们您能为这些孩子提供哪些帮助，也可以关注“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新浪微博，我们会在上面及时发布孩子子们的新年心愿。

“希望有更多图书让孩子们阅读”
部分外来务工者子女学校渴望有更多图书以满足学生需求

没有学上，山坡只能独自在家学习。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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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图书可以看。 见习记者 穆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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