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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间跟奶奶一起过

三岁娃娃不愿返城上幼儿园
本报聊城 5 月 24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今年三岁
的小明(化名)由于常年跟
着奶奶在乡下住，现在到了
上幼儿园的年龄，小明说什
么也不愿意离开奶奶回城
上学,这愁坏了小明的爸妈。

24 日，市民王女士说，
自己的儿子小明现在 3 岁 1
个月大，由于自己和丈夫工
作都比较忙，孩子一直跟着
奶奶在乡下生活。“我和丈
夫工作都比较忙，生完孩子
以后也没有时间照顾。我弟
弟家生的龙凤胎，全靠我爸
妈照顾，也没有闲暇的时间

再照顾小明。”王女士说，当
时她曾打算让婆婆来城区
照顾孩子，可老家还有好几
亩地，平时也离不开人，所
以当小明 6 个月大的时候
就把他送到了乡下，由自己
的婆婆和公公照顾。

王女士说，小明刚到
乡下时，她一到周末就会
回老家看看孩子，随着自
己和丈夫工作越来越忙，
有时候一个月也回不了一
趟家。“一开始孩子懂事的
时候，还要缠着跟我回城，
可时间久了，小明不愿意
回来了。”王女士说，今年 4

月份，小明到了该上幼儿园
的年龄，她也在城区为孩子
找好了幼儿园。当她回老家
接孩子来上学时，小明死活
都不同意，哭闹着要和奶奶
在一起。

“为了能让孩子回来上
学，我往老家跑了好几趟，
到后来小明一看到我就躲，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把他
送回去了。”提起此事，王女
士有些伤心。为了能让小明
回城区上学，王女士强行把
小明带回了聊城，刚到家那
几天，小明天天闹着要找奶
奶，晚上一直折腾到一两点

钟才睡觉，把家里的许多东
西都摔坏了。“一开始我想
把婆婆接过来住几天，可当
时家里正忙活着浇地，离不
开人，一直拖到现在。不仅
如此，小明现在甚至连学校
也不去，一提起上学就闹得
更厉害。”

王女士说，这个周末，
婆婆将过来住一阵子，可
也住不了几天，因为还有
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到麦收
了，婆婆还得回去。“我现
在才明白，养孩子远比生
孩子重要，可现在后悔来
不及了。”

“我们单位里把孩子
放在老人家里的挺多，现
在大家工作太忙了，根本
没时间照顾孩子。”家住
三里铺小区的李女士在开
发区一家企业上班，每天
早晨 7 点就得出门坐班
车，晚上回家也得七八

点，有时工作忙就在厂子
宿舍里住上一宿。

李女士说，她和老公
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也就
4000 多元，每个月还要还
2000 多元的房贷，根本不
敢丢掉工作。“把孩子送
去婆婆家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两人平时工作都很
忙，如果让孩子跟着只会
受罪。”

在城区人民广场以及
一些小区里记者发现，带着
孩子出来玩的大部分都是
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
姥爷，很少有父母自己看孩

子的。记者了解到，如今隔
代养育模式大致有四种：日
以继夜 365 天全天候模式；
日进夜出，每天照看小孩约
8 小时模式；一周管 5 天、
双休日送还子女的交接模
式；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
轮换带养模式。

延伸调查：

“只生不养”的小两口挺多

城区一家早教中心工
作人员梁女士说，有的年
轻父母，可能还没有做好
准备，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于
是将孩子送到老人那里寄
养；而有的父母确实是因
为实际的情况，不得不把
孩子寄养在老人那里。“隔
代抚养最大的问题，就是

父母与孩子间连接的中
断。”梁女士表示，父母是
孩子在世界上最值得信赖
的人。如果孩子长时间被隔
代抚养，那他和父母之间的
连接就会越来越薄弱，甚至
于孩子见到父母以后也会
很冷漠。

“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
工作确实很忙，不得不请老

人帮忙看孩子，但家长要力
争做到多陪孩子，”梁女士
说，如果有条件，年轻的父
母尽量把老人接到家里来
照看孩子，在家里时，要全
身心地陪伴孩子，不要把工
作上的事或情绪带到家里，
这会让孩子知道自己对于
爸爸妈妈来说非常重要，会
有一个正面的自我评价。

梁女士说，养育孩子的
过程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
是一种权利和机会，不要轻
易放弃自己的权利，要珍惜
与孩子一起成长的机会。而
对于确实不能和孩子生活
在一起的年轻父母，也要通
过打电话等方式保持与孩
子的感情连接，绝对不能
“只生不养”。

尽量接老人到家里照看孩子

由于子女工作繁忙，很多老人承担起了照顾孙子孙女的重
任。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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