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3年7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王传胜 美编：边珂 组版：肖婷婷

今日聊城

调查

“大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别的小朋友有的上辅导班，
有的跟着父母出去玩。爷爷奶奶都去地里干活，一个和我说话的人都
没有……”19日，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马官屯村11岁留守儿童小健说。
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暑假里没有玩伴，父母又不
在家，感到比上学时更孤单。部分来城里和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由
于平日里父母忙于工作，在城里也感到孤单。

11岁的小健：想找个说话的人都很难

家住东昌府区马官屯村
的小健，今年11岁，他刚出生1
个月，母亲就离他而去，一岁
时父亲也离家出走，小健和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

因为家离聊城大学比较
近，从2009年开始，聊城大学的
学生就常去辅导小健做功课，
每次去都给他带文具和零食。
今年小健刚放暑假，就收到一
个坏消息：常来给他辅导功课
的学生毕业了，以后不能再来
给他辅导了。小健奶奶说，那
天小健哭到了半夜，他对爸爸
都没有这种感情。

小健奶奶说，家里有台破
旧的电脑，没有联网，但成了
小健“玩伴”，玩的游戏虽然很
单一，但他玩得很起劲。因为
爷爷奶奶已经年迈，又总是督
促他学习。小健说，他和爷爷
奶奶话比较少，而且他们经常
要下地干活，想找个说话的人
都很难。“暑假里，同学都放假
回家了，我一个人在家，没人
说话，新来的哥哥和我不熟，
有点孤单。”小健说，2009级帮
助他的大学生毕业后，又有下
一届的学生来帮助他，但他依
然觉得很孤单。

7岁的小文：半夜说梦话叫妈妈

19日，记者见到小文时，她
一个人正坐在家门口发呆。记
者过去和她说话，她的眼泪啪
嗒啪嗒落了下来。小文今年7
岁，是冠县梁堂乡人。小文的父
母外出打工半年多了，她和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因为太想念
父母，暑假里她经常一个人坐
在家门口，朝着父母回来的方
向张望。

小文奶奶说，小文的父亲
常年在外打工，今年刚过完年，
小文的母亲也跟着外出打工
了。害怕孩子哭得厉害，小文母
亲走时和她说去亲戚家，发现
母亲到晚上还没回来时，小文
哭着找妈妈。“别看都六七岁

了，她晚上一直跟着她妈睡，看
着妈妈一直没回来，她哭了大
半夜。”小文奶奶说，每次给妈
妈打电话都会哭。

刚开始几天，小文觉得妈
妈不要她了，后来妈妈告诉她
是为了挣钱给她买礼物，她才
慢慢接受了。“现在都半年多
了，晚上和我一起睡，半夜说梦
话还叫妈妈呢。”小文奶奶说，
她一哭，我就带她去家门口，去
看看妈妈是不是回来了。

就这样，小文养成了习惯，
经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她说：

“我知道妈妈和爸爸一样去挣
钱了，爸爸每次回来都给我买
娃娃，妈妈也是去挣钱了。”

本报联合聊大20多名大学生历时十余天做调查问卷

半半数数留留守守儿儿童童““无无人人诉诉说说心心事事””
本报聊城7月22日讯(记者

王传胜 邹俊美 通讯员
张岩 曹川) 近日，本报联合
聊大化学化工学院社会实践组
的20多名大学生，历时十余天，
到东昌府区、临清、冠县等留守
儿童较多的村庄做调查问卷，
共收回有效问卷512份。通过分
析发现，50%的留守儿童认为
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最大的影
响是“没有人诉说心事”，20%
的人认为“学习上无人指导”。

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本次问卷调查的

目的是全面了解留守儿童的家
庭状况、生活状况、心理状态和
学习状况。通过对512份有效问
卷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监护
人绝大部分是爷爷奶奶。

在“父母多久回家一次”的
问 题 上 ，“ 一 到 三 个 月 ”占
33.3%，“三个月到半年”同样占
了 33 . 3%，“半年到一年”占
22.2%，11.2%的父母“一年回家
和孩子团聚一次”。好在，现在
大多数家长比较注重和孩子电
话交流，大部分父母一至两周
和孩子电话联系一次。

84.5%的留守儿童认为“现
在的生活状况比父母在家时
差”，原因是这些家庭较为贫
困，爷爷奶奶生活节俭，不如父
母在家时吃的好；15.5%的留守
儿童认为“和父母在家时一样
或比父母在家时好”，这些家庭
的爷爷奶奶都非常溺爱孙子孙
女，尽量满足了孩子的要求。

在回答“周末和放假时间
你都做些什么”时，37%的孩子
选择了“看书、学习”，60%的孩
子选择“看电视、玩游戏”，3%
的孩子选择了“其他”。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父母
不在身边，对你最大的影响是
什么”这一问题，50%的孩子认
为“没有人诉说心事”，20%的
孩子认为“学习上无人指导”，
30%的孩子认为“父母照顾生
活要好于爷爷奶奶”。

在留守儿童学习方面，
72%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
其中87 .5的孩子认为“父母外
出对自己的学习起到负面影
响”，原因一方面是学习缺少监
督，容易放任自己，另一方面爷
爷奶奶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

三个留守儿童的生活样本：

经经常常坐坐在在家家门门口口，，
盼盼着着爸爸妈妈回回来来

本报记者 邹俊美

12岁的小琳：“爸妈忙工作，没空管我”

河北沧州的小琳，今年12
岁了，趁暑假来到聊城与父母
团聚，但让她失望的是，父母
每天早出晚归，她经常一个人
在出租屋里。

小琳的父母在聊城大学
附近做菜煎饼，每天早上7点多
就出摊，下午2点回去呆两个钟
头，4点多又出摊，有时晚上忙
到八九点才回家。父母出摊
时，小琳还没睡醒，回来时她
已经睡着了。

小琳父母租住在聊大附
近的一间平房里，害怕小琳一
个人在家有危险，经常把屋门
锁上。小琳一个人在家看电
视，或者写作业，还要自己做
饭吃。

“在家里可以和爷爷奶奶
玩，也有小伙伴，在这里整天
一个人，再也不想来了。”小琳
说，前几天下雨，爸妈没出摊，
她很开心，她最大的心愿是爸
爸妈妈能带她逛逛公园。

调查手记

1、靠城的村庄留守儿童少

时间：7月12日
地点：开发区许营
在许营镇一个大约1000多人的

大村子，我们在村子里转了好几条
街道，包括小卖铺等“信息集散地”，
村里人一致“没听说谁外出打工”。

村里人介绍，由于村子离聊城
城区比较近，加上村里种植西瓜等，
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人几乎没有了，
有外出打工者也是到聊城城区，白
天出门晚上回家。

2、留守儿童明显比较内向

时间：7月13日
地点：东昌府区堠堌

在堠堌一个村子，我们来到一
个小型辅导班，这里大约有30个孩
子，其中有10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
我们发现，这10个孩子明显比别的
孩子内向，不爱和小朋友交流，有点
呆呆的神情。

令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4

岁的小女孩告诉我，她一年没有见
到爸爸妈妈了，很想他们，说着说着
就哭了。

3、有些孩子不愿去找爸妈

时间：7月13日
地点：临清市梁庄、南刘村
梁庄村位于聊城和临清交界

处，外出打工者比较多，大约有20多
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

我们了解到，上初中或上小学
五六年级的孩子，暑假里会有相当
一部分去外地找爸爸妈妈，但我们发
现了一个特例，一个上初中的小男
孩，他并没有像去年一样去找他的爸
爸妈妈，而是继续和奶奶在家，原因
是去年在爸妈那里呆了一个月，但爸
妈陪他的时间很少，也没有空照顾
他，还不如和爷爷奶奶在家里。

(王传胜 张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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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父母的照顾

好于爷爷奶奶学习上无人指导

问卷分析

上图：在临清一个村子里，一个女孩想念在外打工的父亲，
哭了起来。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下图：两名留守儿童在家门口玩土。 通讯员 张岩 摄

相关链接

9万留守儿童渴望关爱

本报聊城7月22日讯 (记
者 邹俊美 通讯员 马帅)

据不完全统计，聊城有9万
留守儿童。市妇联、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等部门曾联合发文，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成长活动。
目前，全市已建成22所留守儿
童活动站，为留守儿童提供活
动场所。

记者从聊城市妇联了解
到，聊城共设省、市、县级留守
儿童活动站22所，主要分布在
各县(市、区)留守儿童相对集
中的社区、村庄和小学，其中，

东昌府区10所，冠县7所，高唐
2所，阳谷、茌平、莘县各1所。

据介绍，留守儿童活动站
内设有体育器材、学习用具，
供留守儿童学习或放学后玩
耍场所，有些活动站设置了亲
情电话室、视频聊天室、心理
辅导室，并有专人负责。

据了解，聊城共有9万留守
儿童，其中冠县和莘县最多。
聊城还建立统一的“留守儿
童”档案，全面掌握本地留守
儿童的基本情况和生存现状，
对每名留守儿童登记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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