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公常驻外地，儿子老问“爸爸在哪”

最最感感人人请请假假条条戳戳中中双双城城族族泪泪点点

办公室十来位同事 三位过着双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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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女士常年在济南工作，丈夫在
拉萨，两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横穿整个
中国，今年的假期，夫妻俩也没有见
上面，于是，便有了这张“最不忍拒绝
的请假条”。

常年在外奔波的秦向军在看到
请假条的时候，也有着深深的感触。
作为山东送变电工程公司的一名送
电工，他一年到头都在工地上，工程
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与家人分隔两

地，两三个月才能团聚一次。
同方女士和秦向军一样，越来

越多的夫妻过上了双城生活，长期
分隔两地，十天半个月才能见上一
面。

刘先生所在的工作单位，办公室
里有十来位同事，过着双城生活的竟
有3位，包括刘先生自己，一个在湖
南，一个在济南。尽管现在的工作很
不错，但刘先生的一位女同事王女

士，已经辞职，奔赴爱人所在的地方。
说起这样选择的原因，王女士也很无
奈。相隔两地，没有办法面对面交流，
结婚、买房、装修，这些大事两人都很
少有时间面对面沟通，这让王女士感
到很无奈，对感情的伤害也让王女士
十分担心。

像刘先生和王女士这样的例子，
在身边已经屡见不鲜。是什么让越来
越多的家庭过上了双城生活？

妻子外派三五年 丈夫当爹又当妈

传统社会中，男人在哪里，女人
就跟到哪里，家就安在哪里。不过随
着社会不断进步，女性再也不是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女子，早就
走出家庭，走进社会，与男人共同承
担养家的责任。女人也有自己的事
业，有自己的追求。

“原来我们那个年代，家里丈夫
到哪里上班，一般就把妻子带到哪
里，单位也都帮忙办理调动。”张女
士在济南生活已经有十几年了，济
南是她跟着丈夫调动的第三个地
方。“不过现在调动不好办了，我们
单位好几对年轻夫妻，调动一直没
办成，妻子原来的工作都挺好，也不
舍得放弃，就只能这么两头跑。”

除了丈夫调到外地工作，现在
还有很多女性，也在追求着事业的
进步，主动选择“双城生活”。魏先生
的爱人在一家银行工作，去年12月
份被单位外派到新加坡，外派时间
要3到5年。从此，魏先生的家庭就开
始了异国生活。“她在还坐月子的时
候，就开始准备单位的海外事业部
的考试。经过了笔试、面试、培训，能
够被单位外派付出的努力也挺多
的。”魏先生说。

魏先生的爱人一直出类拔萃，
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国外读的。面
对这样的机会，不想就此错过。魏先
生说：“毕竟家庭中总有一个人要更
顾家一些。这次外派对她的事业有

帮助，既然机会难得，我也支持她。”
刚开始的时候，一家三口都不

适应。自从爱人出国之后，照顾孩
子、照顾家的责任都落到魏先生身
上。一开始，魏先生觉得责任很重，
压力很大。孩子小，总会哭着找妈妈。
而爱人在异国他乡，对孩子也十分想
念。“刚开始的时候，要考虑她的情
绪，不好说孩子很想她，怕她在那边
担心。又不好说孩子不想她，怕她听
了伤心难过。”经过3个多月的适应，
一家人终于适应了现在的节奏。

现在，魏先生会趁着休假，带着
孩子去新加坡看望妻子。他的妻子
出差回国时，也会抽时间往济南赶，
每天都会和孩子视频，说说话。

常电联常跑动

尽可能缩短距离

分隔两地，对于任何一个家
庭来讲，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
件事。分隔两地对于家庭、夫妻
双方的情感和孩子的成长来说，
都有一定的影响。婚姻家庭心理
学专家宋家玉说，如果不可避
免，就尽可能缩短异地距离，不
要让异地变成家庭生活的障碍。

人属于群居动物，如果两人
长时间地分隔两地，对于夫妻情
感的伤害还是很大的。长时间无
法面对面交流，甚至不交流，会
造成情感的淡漠。而对于孩子来
讲，需要父爱和母爱的共同体
现。只通过网络、电话的交流，在
现实生活中，没有跟孩子建立一
种体爱，不利于儿童的成长。

对于这一点，张女士深有感
触。张女士已经结婚七年，2012

年，因为工作原因，张女士的先
生被公派到外地，两人分隔已经
快三年。张女士说，感受最深的就
是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张女士的
儿子今年已经6岁了，2012年才刚3

岁。“在男孩的成长中，很需要父
亲的教育。”张女士说，现在就感
觉到儿子有些内向。

尽管双城生活对于家庭没
有好处，但是在某些行业，却是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旦出
现异地工作、异地学习、异地生
活的情况，要做一些补救工作，
不能让异地成为家庭生活的障
碍。”宋家玉说。不管是远在他乡
工作的一方回家，还是在家留守
的带着孩子探望，都要积极解决
这个问题。在外面的一方要不间
断与家庭密切沟通。现代社会交
通发达，即便是花些成本，也要
尽可能减少距离带来的情感缺
失。总而言之，让异地生活缩得
越短，让面对面的交流越频繁，
就能越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
我想去看看！”中铁二十局项
目部职工方女士的这一请假
理由，短短十几个字却引发
了网络热议。随着社会的发
展，交通越来越方便，距离似
乎越来越不是个问题。但对
于“双城族”而言，这“不成问
题”的距离，却给他们的生活
添了不少辛酸。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刘雅菲

专家建议

六年跑了十多个地 老婆孩子照顾不上

相对于那些常驻两地的双城
族，还有一些更无奈的异地夫妻。因
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夫妻中一方要
常年在外，供电工、修路人，还有走
南闯北的销售人员，经常是工作在
哪里，人就在哪里。这类工作流动性
强，没有办法长期驻守在一座城市，
更别说带着自己的家属。

秦向军工作六年多，去过青海
格尔木、江苏南通，整个山东几乎跑
遍了，这六年里，秦向军跑过的地方
有十一二处，每个地方平均待的时

间不会超过一年。“哪里有工程，哪
里就有我们。”秦向军说。

“爸爸去哪儿”本是一档亲子
节目，但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秦
向军却觉得很心酸。秦向军是2011
年结婚的，今年孩子刚刚三岁，经
常 会 缠 着 妈 妈 问 ：“ 爸 爸 去 哪 儿
了？”秦向军现在在烟台海阳，是一
处5 0 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的总工，
每隔两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
回家，加上在路上的时间，总共就
五六天，真正在家里跟家人团聚的

时间也就三四天。
对于这样的双城生活，秦向军

觉得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不能好
好照顾孩子和家人。“孩子生病了，
我也顾不上。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
也都是我媳妇接送。”秦向军说。在
秦向军的同事中，这样的情况太多
了，许多家属为了能照顾好老人和
孩子，专心在家做全职太太，忙活家
里的事情。而秦向军的爱人有自己
的工作，有时候只能让家里老人到
济南来帮忙。

总有一批弄潮儿在逐浪高精尖，
他们总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在更好
的平台上得到展示。然而，适合他们
的城市，并不一定适合他们的爱人，
适合工作的地方并不一定宜居。

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不可否
认，在高精尖新技术行业，有着更广
阔的舞台，也吸引着很多拔尖人才。
他们自身从事的行业只有在一线城
市，才有施展的空间，不过同样，在这
些城市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人，这些
城市没有办法同时接受他们的爱人。
高房价、拥堵的交通、户口等问题，同

样困扰着这些人。一个适合工作的城
市却并不宜居。

孟女士的老公刘先生主要从事
手机软件开发工作，在北京一家不
错的手机软件开发公司工作，薪酬
也还不错。而孟女士在济南同样有
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体面、薪水都
可以。

说到当初老公去北京发展，孟女
士说，北京毕竟是一线城市，对于手
机软件开发从业者来说，是比济南更
具发展前景的。“他大学毕业之后，在
济南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综合考虑

后，决定先在北京发展几年，有机会
再往一块去。”

自从两人相恋，就一直分隔两
地。不过对于孟女士夫妻来说，北京
没有什么吸引力。“去北京的话，我在
自己本行业中，很难找到比现在更好
的工作。况且不能解决户口问题，将
来孩子上学也是问题，北京房价又太
高，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如在济南
过得舒服。”孟女士说。考虑到这些，
两人决定把家安在济南，已经买好了
房子，而为了见面，只能在北京和济
南两头跑着。

工作的地方不宜居 宜居了又没好工作

长时间分居两地，孟女士和刘先生经常往返于北京和济南，尽管没刻意收藏车票，家中零散的火车票还是攒了不少。

最不忍拒绝的请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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