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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雷
实习生 付晓晓 董兴生

“留守儿童出问题的几率的确比
非留守儿童大很多，但就此把留守儿
童和问题儿童划等号，是不准确的。”

28日上午，在乡村教师培训课
上，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心理学
教授张文新一再强调，不是所有的
留守儿童都会出问题，一定不要再
用“缺陷观”看待留守儿童群体，要
坚持积极发展观，强调他们自身蕴
藏着发展的潜力，同时加强干预指
导。

在张文新看来，对于少年儿童，
依恋关系特别重要，会对他们产生长
久影响。“在对孩子的抚养过程中，父
母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张文新认为，学校对于外出务工
家长的培训非常重要，需要让他们意
识到，自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法替
代的角色，即便偶尔客串一下，也一
定是需要的。培养孩子成长，是比赚
钱更重要的职责，把孩子忽视了耽误
了得不偿失。

“即使很长时间不能见面，在外
务工的家长也要和孩子建立一个比
较频繁的沟通习惯，可以通过视频或
者电话；要经常和学校老师做好沟
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及时发
现异常的苗头；尽可能增加和孩子见
面的机会和时间，即使隔得远，也要
给孩子提出生活、学习和情感上的具
体建议。”

“他们也是我们亲爱的孩子，也
是法律的公民。这六千万孩子，长大

后，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水平，在二十
年后会左右社会的素质。”张文新颇
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意义上，关注留
守儿童，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现在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多但
实际效果有限，最重要的原因，一是
缺乏针对留守儿童权利的立法，二是
缺乏规范性的帮扶项目。如果没有立
法，留守儿童的权利就很难得到保
障。”在张文新看来，对于留守儿童的
关注，很多是在物质层面上，真正项
目做得少。

张文新认为，在帮助留守儿童
时，要避免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影响，
比如避免贴标签，同时也要意识到，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帮助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要指望一蹴而就。”

本报记者 张洪波

“我去年审理过一起抢劫案，有
6个被告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7岁，
最小的14岁，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专
门在深夜的僻静小巷里抢劫单身女
性，一个月就抢了7次。我到看守所
去看他们，当时就震惊了，他们一脸
稚气和单纯地看着我，跟那些富有
心机、凶狠的抢劫犯形象根本联系
不起来。”

7月28日下午，在本报举办的乡
村教师培训现场，菏泽市中级人民
法院少审庭法官于莉的讲述，让在
场的乡村教师和听众大受触动。

于莉接着讲，在这起案件开庭
时，只有两个被告人的父母参加了
庭审，“旁边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在
哭，这些少年也不为自己辩解，其中
一个孩子还问我：‘杀人放火才是犯
罪，抢点东西顶多只是犯错，我是不
是可以跟姑姑回家了？’我难受地回
答 ：‘ 孩 子 ，家 你 肯 定 是 回 不 去
了……’”

于莉总结了留守儿童犯罪的原
因，家庭教育的缺失被排在第一位。
在今年年初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一个花季女孩为了挽留住母亲的关
爱，竟然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

女孩张某今年读高一，妈妈在
她7岁时就离婚走了，很少来看她。
父亲再婚后出外打工，她跟着姥姥
姥爷过日子。有一天放学时，她看见
妈妈在校门口远远挥手，很亲热。

妈妈喊张某吃饭，还让她叫上
自己同学，后来在出去玩时，妈妈逼
着她的同学卖淫。张某知道了妈妈
做的一切，但依然帮妈妈骗同学出
来，直到同学被逼自杀，事情才暴
露。

“有时候我也恨她抛下我，但那
天她在校门外远远地挥手，喊我名
字的那一刻，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我想留住这久违的母爱，不管让我
做什么。”张某对于莉说这句话时，
那渴望的眼神深深震撼了于莉。

于莉认为，留守儿童犯罪想对
症下药，必须强化家长的监护意识，
改善学校教育，加强社区功能建设，
优化农村社会环境，提高留守儿童
自我能力和积极疏导心理。

从自己6年的少审庭法官经历
中，于莉深切感受到了这些年留守
儿童犯罪也在不断产生新变化。比
如留守儿童遭性侵案，就在不断以
早恋的方式出现。

“一部分留守儿童极易产生早
恋现象，这是因为他们在家庭中得
不到温暖，所以很容易和同样处于
留守处境的同学确立恋爱关系，相
互取暖，因早恋发生的犯罪时有发
生。”在培训课上，于莉叹息，“乡村
学校，甚至一些城市学校都没有青
春期性教育课，很多孩子就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犯罪了。所以给留守儿
童做最基本的普法教育很有必要，
因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毁的不是
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于莉的话让
现场很多老师陷入沉思。

本报记者 张红光
实习生 付晓晓 董兴生

“留守儿童问题，究竟是一个什
么问题？国家、政府和社会到底能做
些什么？”一开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就抛出
了一堆问题。

童小军直言不讳：“如今的中国，
留守儿童问题如此严重，我不得不
说，这是中国的一大悲剧。”

童小军说，在留守儿童中，很多
孩子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受
保护权和参与权都得不到应有的保
护。“这背后，一定是家庭、学校出了
问题。”她的观点赢得了在场听众的
一致认可。她说，家庭亲子依恋关系

的缺失，亲情的无奈割舍，是导致留
守儿童问题的重要原因。

童小军认为，孩子成长的最佳环
境就是家庭，“我特别反对寄宿制集
中养育孩子的方式。”她指出，对待留
守儿童问题，从国家监护的角度，要
监督和支持家庭履行监护职责，完善
国家监护的托底机制。国家监测监督
父母，做好家访、摸底调查和服务，支
持性、补救性政策服务要到位，替代
性政策与服务也要紧跟。

童小军说，“留守儿童问题我们
理应关注，但也不应该被放大，我认
为，解决了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
就会解决。”她建议，外出务工的家长
要多和孩子联系，频率高些，也尽量
规律些，方式、内容也要有意识地丰

富些。
“学校、社会和政府要联手，建立

社区儿童保护体系，推进制度的建设，
是解决儿童问题的根本。”在童小军看
来，建立社区儿童保护体系是目前我
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尝试。

她所带的团队正在参与国家留
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和干预，“学校除
了配心理教师，有条件的话，还应该
配社工，社区也要配备专门的社工，
参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发现问题按
规定上报，有问题一定要干预。”

“我们也在尝试把学校教师、儿
科医生、儿童补习班教师和警察等纳
入社工范畴。”童小军补充说，建立社
区儿童服务机制，不断完善和推动根
本制度的实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六个少年犯开庭

四人父母没到场
于莉：留守儿童犯罪让我震惊

留守儿童问题增多，童小军建议政府和社会联手应对

有有条条件件的的学学校校可可配配社社工工

28日，专家教授精彩的讲座赢得培训教师阵阵热烈的掌声。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张文新：保护留守儿童还缺乏立法和规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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