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过后，随着走亲访友的
次数越来越多，菏泽定陶12岁女
孩王亚雯兴奋中的不安越来越
重。走完了亲戚，爸妈又要外出打
工了，又要年末才能回家。一共才
能和爸妈团圆十余天，还没有梦
中团圆的时间长——— 留守在家的
10年里，小亚雯做梦都盼着和爸
妈团圆。

爸妈回家

有些陌生

“你看！9门课程有7门都是
‘优’，只有英语和科学是‘良
好’。”腊月廿六上午一大早，亚雯
就带着有些陌生的爸妈，回到姥
姥家，翻出通知书，递到爸爸手
中，接受“检阅”。

盯着女儿的成绩单，亚雯爸
爸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亚雯的爸
妈在腊月廿五才摸黑赶回家。

爸妈常年在外，奶奶年迈多
病，亚雯从2岁起就跟着姥姥留守

在家，如今已达10年。10年里，直
到过年，亚雯才能与父母团聚。

亚雯说，平时她非常想爸妈，
也想和电视上演的那样，和爸妈
见面时能亲热点。但见了爸妈后，
那些想象的浪漫都没有了，和有
些陌生的爸妈只剩下简单的问
答：“在学校咋样？”“还行”；“在家
听话吗？”“听”……

母女见面

还有磨合期

像亚雯一样掰着指头盼望过
年的留守儿童，仅在菏泽定陶就
有 1万多名。他们对父母日思夜
想，可当爸妈突然出现时，又会有
些惶恐——— 久别之后再见面，亲
情总有些遥远。

亚雯的姥姥回忆说，亚雯4岁
时，从外地回家的爸爸笑眯眯地
伸手抱她，小亚雯的第一反应竟
是推开爸爸的手，吓得躲在姥姥
身后哭起来。

在亚雯的妈妈看来，“这很正
常，早已习惯了”。亚雯的妈妈说，
窝在家里挣不到钱，出去打工又
缺乏门路，挣不到钱就不愿意回
家，只有春节才舍得回家与女儿
见面。

孩子们与父母分别时间长
了，见面总会有些认生。“过年回
家，得与女儿磨合半天，才能打成
一片。”亚雯的妈妈摸出了规律。
亚雯还有一个两岁的妹妹，亚雯
在家时，还要照看妹妹，妹妹也和
她最亲，和父母则有些认生。

盼望父母

送个无价的礼物

和父母磨合的短短半天里，
亚雯逐渐将自己对爸妈的记忆一
点一点补齐。她开始和妈妈讲悄
悄话，拉着爸爸到不远的定陶留
守儿童学校参观。这个留守儿童
学校吸纳了附近乡镇300多名留
守儿童。

亚雯的班主任牛辉昌告诉记
者，他曾布置过一篇感恩父母的
作文，亚雯写得有些另类。她希望
父母送她一份无价的礼物——— 平
安和健康。

亚雯解释说，十年来，她一直
有个秘密，渴望父母“像变魔术一
样”从包里掏出神奇的小礼物。可
这一直没成为现实，爸妈回家从
没买过礼物。

“在外面买东西贵，坐车也不
方便。”懂事的亚雯为父母打圆
场，她说，她的衣服由大姨买，姥
姥也给她零花钱，她啥都不缺。看
到爸爸的眼睛在北京干活时受的
伤，她就萌发了一个愿望，让爸妈
送她份特殊礼物，年年平安、岁岁
健康。

春节走完亲戚，父母又一次
要离开了。亚雯说，妈妈又会一边
抹眼泪，一边整理行李，而她，则
是倚着门框，安静地看着他们离
开。一年时间，小亚雯和爸妈的相
聚不过十余天。

“快给我扶着，要倒了。”大年
初五（27日）下午4点，日照市东港
区三庄镇刘家沟村刘军超的家
中，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15岁的
刘军超正在母亲的陪伴下在院子
里练习骑自行车，母子俩的笑声
回荡在不大的院子里。

对于15岁的刘军超来说，这
个家庭是不幸的，他刚出生，父亲
就扔下他和母亲离开了，此后再
也没有回来过。为了维持生计，刘
军超的母亲刘林芳在儿子很小的
时候就外出打工，刘军超跟着姥
姥、姥爷生活。刘林芳一年回家的
次数屈指可数，也就在过年的时
候能在家呆几天，虽然她有手机，

但是家里并没有电话，所以平时
和儿子也很少联系。

“昨天晚上11点多了，他还
不让我睡觉，让我再和他聊会
儿。”刘林芳说。再过两天，刘林
芳就要外出打工上班了，这一走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刘军超
格外珍惜母亲临走前的日子。

“他和我聊自己的学习以及在学
校有意思的事。他还说以后一定
好好学习，当个大富翁，给我买
最好的手机。”说到这里，刘林芳
眼睛有些发红。

刘军超的姥爷刘汉所今年
7 3 岁了，他的老伴有病不能下
床，家里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他一

个人身上。刘汉所介绍，家里有
地，还养着一群羊，平时做饭等家
务活都是刘军超自己干。“孩子很
听话，回到家做完作业就干活，很
少出去玩。”刘汉所说，“家务活还
好说，可当孩子遇到学习上不会
的东西时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留
到第二天找老师问。”

“晚上睡觉就想妈妈。”刘军
超说，“和妈妈在一起吃饭才香。”
看着懂事的孩子，刘林芳百感交
集。虽然每月只有千余元的收入，
但是为了生计，她必须离开家，离
开孩子。“我经常对他说，一定好
好学习，别再过这样的苦日子
了。”刘林芳说。

“团圆时间没梦里的长”
定陶留守儿童王亚雯留守十年，每年和爸妈团聚时间只有十余天
本报记者 梁斌

留守儿童张宝华：

第一次去

母亲家过年

日照留守儿童刘军超：

“和妈妈在一起吃饭才香”
本报记者 彭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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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就是和父母团聚的时刻，也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但这

种幸福是短暂的。对留守儿童来说，他们的健康成长，最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希望常

年在外的父母们，找点时间，常回家看看孩子们，找点空闲，听他们说说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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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超在妈妈的帮助下，练习
骑自行车。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11岁的张宝华家住日照市
东港区三庄镇三合岭村，出生不
久，父母就离婚了，他跟着父亲张
运治生活。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张
运治常年在外打工，张宝华就跟
着78岁的奶奶丘立英生活。

丘立英说，除了过年，张运
治就算回来也不会过夜，最多吃
顿饭就走了。今年过年，张运治
回家时已经是除夕了，为了挣三
倍工资，年初一早晨，他吃了几
个水饺便匆匆走了。

“家里也没电话，平时和孩子
也不联系。”丘立英说。11岁的张宝
华今年第一次去母亲家过年，多年
不见，张宝华对母亲的概念仅在字
面上。“刚开始说什么也不去，那么
多人劝才去的。”

留守儿童彭相峰：

父母已两年

没回家过年了
大年初一，吃完饭的彭相峰

和奶奶坐在院子里聊着天，看着
小伙伴们都牵着自己父母的手
在外边玩耍，他一个劲地问奶
奶，爸妈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
两年没和父母一起过春节了。

今年10岁的彭相峰家住莒
县安庄镇大马家峪村，在他三岁
的时候，父亲彭彦民便和母亲去
青岛打工了，一年最多能回家两
次，彭相峰就跟着奶奶生活。

大年初一彭彦民就要上班，
为节省回家的路费，彭彦民和妻
子在青岛过年。“这是他们连续在
青岛过的第二个年。”彭相峰的奶
奶说。

““之之前前也也想想过过去去青青岛岛过过年年，，但但
家家里里还还有有老老人人，，也也没没人人给给看看门门，，而而
且且来来回回得得花花三三百百多多块块钱钱。。””彭彭相相峰峰
的的奶奶奶奶说说。。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小亚雯带着爸爸在学校参观。 本报记者 梁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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