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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系“新春走基层”采访组走进沂南马牧池

50名留守儿童领到新年礼物
本报临沂1月19日讯（记者

刘遥 刘海蒙）春节将至，临沂市
沂南县马牧池乡不少留守儿童还
在等待春运归途中的父母。19日，
齐鲁晚报系“新春走基层”采访组
来到马牧池乡“留守儿童之家”，为
部分家庭贫困的孩子送去了书包、
儿童手机等慰问品。

马牧池乡位于沂蒙山区腹地，
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如今，全乡近三
分之一的村民靠外出务工为生，全
乡1500多名学生中，留守儿童达150
多名。为了给留守儿童更多关爱，
2007年，马牧池派出所等单位建起
“留守儿童之家”。

19日，穿过漫山的浓雾，走过崎
岖的山路，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常委、
副总编辑郝克远，齐鲁晚报·生活日
报总编辑蓝海带领齐鲁晚报系“新
春走基层”采访组来到“留守儿童之
家”看望孩子们。

得知春节期间很多留守儿童的
父母仍在外打工，且其中50个孩子的
家庭特别贫困，采访组特意为孩子们
送来50部儿童手机，每一部手机里都
预存了200元话费，以方便他们随时
跟在外打工的父母通话。此外，采访
组还送来50套书包及文具。

齐鲁晚报系还在这里设立了
“走基层联系点”。在揭牌仪式上，
郝克远说，抗日战争年代，大众日
报曾在此七年之久，老区人民用鲜
血和生命保护了大众日报。我们这
次是来感恩的。关爱留守儿童群体
是一项抓基础、抓根本的工作，报社
会长期关心、关注这里的留守儿童，
有什么困难大家共同解决。齐鲁晚
报系各媒体编辑记者走基层，要实
现制度化、常态化，充分发挥媒体服
务基层群众的作用。

沂南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马成连说，齐鲁晚报系走
基层给“留守儿童之家”的工作增添
了活力，增加了动力，下一步，在大
众报业集团的关心、关爱下，将积极
把这件事做实、做好，把范围再扩
大，方式更灵活，形式更多样。

马牧池，为留守儿童点一盏灯
本报记者 刘遥 石念军

10个孩子里

就有一名留守儿童

上午9点，采访组首先来到留
守儿童梁雪、梁晨姐弟俩的家中。

梁家的小院里只有4间屋
子。房屋低矮，成年人出入，只能
小心翼翼地猫起腰过门槛。隆冬
腊月，屋内没有炉火，喘一口气
就会在唇边升起股股白雾。

梁雪、梁晨的童年是不幸的。
多年前，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至
今杳无音讯。为了供他们读书，爸
爸顾不得因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常年外出打工，一年四季只有春
节才回家与孩子团聚。平时，两个
孩子就交由84岁的二奶奶照料。

“这是全村最困难的留守儿童
家庭，家里吃的、孩子穿的，都是乡
里乡亲送来的。”马牧池南村党支
部书记杨庆凤告诉采访组记者。

采访组为梁家姐弟带来了
米、面和学习用品。临走时，大众
报业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编辑郝克
远代表采访组为梁雪的二奶奶留
下1000元钱。

“粮食还有，够吃的。俺家还
有6分地，包给人家种麦子，人家
给送来了粮食。”朴实的老人拉
着记者的手，说着说着眼泪就滑
了下来。

在马牧池乡这样的山区腹
地，仅靠种地养家糊口很难，像
梁雪、梁晨的爸爸这样，常年在

外打工甚至年节也不回家的乡
民近一万人，占了全乡人口的三
分之一。孩子就留在家中由老人
或邻居照顾，成了留守儿童。

马牧池派出所所长史连赢
告诉采访组记者，全乡1500名学
生中，留守儿童有150多名。

派出所里建起

“留守儿童之家”

在马牧池乡，150多名留守儿
童还有另一个“家”。这就是设在马
牧池派出所里的“留守儿童之家”。
19日上午，齐鲁晚报系“新春走基
层”采访组走访了这里。

史连赢告诉记者，这个“留守

儿童之家”是2007年3月建起来的。
当时，马牧池派出所与乡中心小学
联合实施了“留守儿童关爱工程”，
并为全乡的留守儿童建了档。

“哪里都怪好。”15岁的孤儿
孙发启不大爱说话，提起“留守
儿童之家”，他说让他难忘的事
很多，其中一件就是他每年都能
在这里过上生日、吃上蛋糕。

史连赢说，就在去年，孙发
启还一度不想再上学，挎着一篮
子核桃来到派出所，让民警给他
找份工作。史连赢把他“熊”了一
顿，告诫他，考上大学再走出大
山才是真本事。现在，孙发启的
成绩越来越好，还进了全年级前
十名。

孩子有照应

家长放心了

许多“留守儿童之家”的孩子
学习条件都很艰苦。从哥哥姐姐那
传下来的旧书包，背得磨起了白
边，磨细了背带，如果背的书多，走
起山路来就勒得肩膀疼……为此，
齐鲁晚报系“新春走基层”采访组
专门准备了书包等文具，还为孩子
们带来了儿童手机。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过年最
难过的莫过于父母不在身边，听
不到、看不见父母的音容笑貌。
一拿到新手机，10岁的刘家君就
拨通了爸爸的电话：“爸爸爸爸，
快回来过年，我想你了！”刘家君
的爸爸在日照打工，他在电话里
告诉女儿，腊月二十七就能到
家，让女儿和妻子放心。

刘家君跟爸爸通话的时候，
爸爸问她怎么没在家，小姑娘
说，正在“留守儿童之家”领新书
包和手机。通过电话，刘爸爸安
心地说，在那里我就放心了，别
忘了谢谢那里的叔叔阿姨。

屋外寒风吹过，屋内空调正暖。
二十多名远离父母、留守在家的孩
子，搂着、背着新书包，彼此研究着
新手机，尝试着给父母打电话。

在这贫瘠的沂蒙山深处，在
我们的“走基层联系点”，一群稚
嫩的孩子正在各界的帮助下健
康成长。

农历腊月廿六，浓雾
漫过层峦山巅，将地处沂
蒙老区腹地的沂南马牧池
乡层层包裹。清晨7点，我
们驱车30多公里，在能见
度不及十米的山路上颠簸
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
这里。

曾经养育了英雄母
亲王换于、沂蒙红嫂明德
英的马牧池乡，是一片英
雄的土地，抗战时期曾作
为山东省政府的根据地，
有着“小延安”的美誉。不
过如今受自然条件制约，
当地逾 1/3劳动力常年在
外打工，大批学龄儿童留
守在家。

新春来临之际，齐鲁
晚报系“新春走基层”采访
组来到这里，与当地政府
一起，为留守儿童送上一
分关爱和祝福，为他们点
亮一盏灯。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编辑郝克远（右三），齐鲁晚报·生活日报总编辑蓝海（右
二），沂南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马成连（右四）一起为齐鲁晚报系“走基层联系
点”揭牌。 本报记者 徐升 摄

本报记者刘遥（左一）采访马牧池南村的留守儿童梁雪、梁晨姐
弟俩。 本报记者 徐升 摄

“留守儿童之家”里的孩子们领到新书包后，开心地笑了。 本报记者 徐升 摄

一名孩子领到新手机后，马上跟
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打起了电话。

本报记者 徐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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