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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听听爸爸爸爸声声音音，，七七岁岁娃娃泪泪如如雨雨下下
定陶男孩李运来在留守儿童学校寄宿，一年只见爸爸一两次

目前，定陶县留守儿童学校
有学生418名，而这些学生里留守
儿童有360多人，这些孩子和小运
来一样，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地
打工，家人把他们送进了这所专
门为留守儿童打造的学校。

学校业务主任牛辉昌介绍，
学校由2003年建校时的三个班38

人，一线教师5人，发展到如今的
七个班418人，一线教师14人，成
为一个一到六年级完整的小学。
而学校学生的增多及留守儿童占
到近九成，不仅反映了学校得到
社会认可，也反映了定陶外出务
工人员比较多。

校长刘传玺说，留守儿童生
活上缺少照顾，学习上缺少指导，
行为上缺少管理，感情上缺少沟
通。“留守儿童大部分留给爷爷、
奶奶或姥姥、姥爷照顾，老一辈人
年龄大加上文化水平比较低，再
加上隔辈亲，很难像父母那样照
顾孩子，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更
容易松懈。”

当初正因为刘传玺看到了农
村留守儿童逐年增多，心疼这些
孩子，关心这些孩子的教育，便在
合校并点后废弃的校舍里办起了
留守儿童学校。

为了让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学校成立了乒乓球、戏曲、武术、
舞蹈等10个兴趣小组和走廊文
化、墙壁涂鸦文化等10个校园文
化。“孩子凭自己兴趣加入兴趣小
组，不仅能转移留守儿童孤单情
绪，而且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兴趣
特长。”刘传玺说。

除了定陶县的学生，还有其
他县区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这所学
校。五年级的张称心家在郓城，父
母都在外地打工，其他学生每到
周末还能回趟家，而他只能到寒
暑假才能去找父母，周末就和学
校看门的大爷一起过。“快过年
了，希望爸爸妈妈早点回家来。”

本报记者 崔如坤

留守儿童学校

学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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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孩子，正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时候，而菏泽定陶县的小运来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快乐。
父母离婚后，小运来的父亲来到济南打工，而7岁的小运来则一个人在留守儿童学校住校，周末
和假期则跟着伯父伯母生活。爸爸对于他来说，是最亲近的亲人，也是最遥远的亲人。

一听到爸爸的声音，小运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哭得说不出话来。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儿子心愿：希望爸爸常回家，陪我一起学习一起玩

李运来今年7岁，家在定陶
县黄店镇东李阁村，在距家二
三十里外的定陶县留守儿童学
校就读一年级。班主任刘萍告
诉记者，小运来的父母离异，父
亲在济南打工，由于小运来的
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小运来平
时回家就跟着伯父伯母。学校

看小运来的家庭情况不好，还
为他办理了贫困助学金。

“孩子挺开朗的，学习也不
错。”在班主任刘萍眼里，小运
来听话懂事而且聪明，这让她
很放心，“家里的电话，这孩子
都记着呢。”

小运来的爸爸名叫李保

田，在济南干电工已经两年多
了。小运来说，他的爸爸一年就
回家一两趟，也很少给他打电
话，偶尔打次电话，爸爸都是叮
嘱他好好学习，他盼着爸爸能
常回家，和他在一起，陪他一起
学习一起玩，说着小运来的眼
睛噙满了泪水。

“爸爸我想你。”当记者帮
小运来接通爸爸的电话时，小
运来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汹涌
而出，听着电话那端爸爸的话，
小运来只是“嗯、嗯”地应着，哭
得说不出话来。很快父子俩就
挂了电话，小运来说，“爸爸让
我好好学习。”

父亲心愿：自己一定好好干，将来接儿子到济南来

小运来的伯父李保福告诉
记者，小运来四岁那年，李保田
做生意失败，还欠了不少债，家
庭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后来又
和妻子离了婚。

父母离异后，小运来跟着
父亲生活。李保田随后去济南
打工，由于家里的老人都八九
十岁了，无力帮忙照看孩子，他

就带着小运来来到济南。但很
快又把小运来送回了老家，一
方面是他在外无力照顾孩子，
再就是在济南生活成本太高。

到了入学年龄，李保福把
侄子送到了定陶留守儿童学
校，为了不让小运来孤单，李保
福把自己12岁的儿子也送到了
留守儿童学校，“兄弟俩在一起

能有个伴，周末一块回家。”
6日，记者联系到李保田

时，他刚刚忙完一天的工作，疲
惫的他说起儿子时，马上又来
了精神，“孩子很懂事，从来没
跟我要过什么东西。”

李保田介绍，他目前主要
靠在一些家居卖场等活，每天
的收入不是很固定。他每天的

伙食也很简单，几个馒头或者
是一碗拉面，他说要把这些钱
省下来给儿子。

“我在外面好好干，将来有
一天，孩子大一点了，就把他从
老家接到济南来，让他留在我
身边。”李保田说，他最担心的
是，孩子常年不在父母身边，性
格会变得孤僻。

本报记者 崔如坤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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