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过完完年年，，爸爸爸爸妈妈妈妈能能不不能能别别走走？？””
留守儿童趋向低龄化，父母坦言带娃入城成本高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孙升峰

孙集镇是商河县农村劳动者
外出务工大镇，外出务工者常年
在东营、天津、威海等地打工，流
出经商和务工人员有 1 7 7 0人，其
中留守儿童就有500多名。孙集镇
的相关负责人谈到，由于父母不
在身边，留守儿童普遍存在亲情
缺乏、家教缺位和生活缺助现象，
为了能更好地关注留守儿童，孙
集镇展开了一系列措施。

2 0 0 8年开始，孙集镇建起了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驿站”，在全
乡 1 0所中小学设立了工作分站，
教师志愿者与学生结成了“帮扶
对子”。随后，他们开展““爱心家
庭结对帮扶留守儿童”、“我和爸
爸妈妈见个‘面’——— 亲情视频”、

“我的心理很阳光——— 心理访谈”
等多个活动。除此之外还成立了
专项资金来帮助留守儿童。

每一位教师志愿者都是留守
儿童的“爸爸妈妈”，他们帮助孩
子学习，关心孩子生活。志愿者尹
志三老师发现高仙庄小学留守儿
童曾丽喜欢打羽毛球，尹老师几
乎都年都陪同曾丽训练，最终曾
丽在全县中小学羽毛球比赛中取
得了小学组女子单打亚军的优异
成绩。尹老师说：“孩子的爸妈不
在家，我们就是孩子的爸妈，我也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他们，
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

过了春节后，彤彤的妈妈
没有像往常一样外出打工，
而是决定留在家里陪彤彤，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彤彤的那
封信。过年之前，彤彤给爸爸
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彤彤
提到爸爸妈妈为什么总是不
在家，能不能过年之后在家
陪陪她，她可以不要好吃的，
不穿新衣服，只要爸爸妈妈能
在家陪着她。

彤彤的妈妈冯女士提到，
彤彤写信时很多字还不会写，
甚至是用拼音代替。每次她离
家的时候，都跟孩子说要给她
买新衣服回来，结果女儿在信
中写道“妈妈，我不要新衣服
了，你能不能在家陪我”。冯女
士看完信之后，当即决定不走
了。冯女士说：“我一直想挣钱
给孩子好的生活，却忽略孩子
心里想的，这次就是给再多的

钱，我也不走了，在家陪孩子几
年。”

在彤彤所在的村庄，不只
是彤彤的父母外出打工，全村
至少有二三十家父母外出打
工只留孩子在家。留守儿童
中最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
只有二三岁。从彤彤的妈妈
口中记者得知，前两年村里
夫妻二人出去的很少，基本
上都是男人出去干活。现在很

多90后小夫妻，给孩子断了奶
两口子就都出去了。彤彤的妈
妈说：“现在留在家中的小孩真
是越来越小了。”

2月29日，在跟随彤彤妈妈
送彤彤上学的路上，记者发现
在彤彤学校门口，近八成的孩
子都是爷爷奶奶接送。接送孩
子的王先生说：“孙女不到三岁
的时候，她爸妈就外出打工了，
一直都是我们照顾孩子。”

彤彤的妈妈说，看完女儿
的信，她和老公都很无奈。她之
前和老公一起在青岛打工，两
人每个月收入在8000元左右，
除了吃住，大约能剩下5000元，
相当于老公一个人的工资。她
不外出了以后，老公除了生活
开支，每个月最多剩下3500元。
冯女士说：“加上地里的收入，
我们一年也就能剩下四万块钱

左右。”
当记者问道是否可以尝试

带着彤彤一起外出打工时，冯
女士无奈地说：“不是我不想带
她走，是带去了成本太高了。”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彤彤如
果在青岛上学，餐费学费每年
至少二万元，再加上日常开支，
一年三万元都不够。如果在家
里上学，餐费学费不用交，也就

是书本费等开支，一年不到一
万元，在家足足省了两万元。

在彤彤上幼儿园的时候，
冯女士曾尝试带彤彤去青岛上
学。冯女士咨询了幼儿园的学
费是每个月一千多元，不加餐
费，还得按时接送，接送时间和
她上班的时间还冲突。她和老
公商量后决定让彤彤回家上幼
儿园，学费每个月300元，她就

给婆婆1000元作为彤彤的学费
和生活费。

除了生活和教育成本外，
冯女士还担心彤彤不能适应城
市的生活。冯女士觉得在物质
生活、生活习惯等方面，彤彤和
城市的小朋友都有差距。冯女
士说：“城里孩子和咱农村小孩
毕竟不一样，我怕彤彤在那里
有压力。”

冯女士通过和彤彤在家生
活的一段时间，发现彤彤变得
越来越娇气。彤彤一旦遇到问
题，还是习惯性地去找奶奶，奶
奶对彤彤百依百顺。上周末，彤
彤没有做完作业就想看电视，
冯女士要求彤彤做完再看，彤
彤就开始哭闹。彤彤奶奶听到
后立马给彤彤打开电视机，还
对冯女士说：“孩子想看电视就

让她看吧，看完再写，省得孩子
又哭又闹。”

冯女士不赞同婆婆的做
法，可又不能和婆婆起冲突，只
能等到婆婆走后再劝说彤彤，
让彤彤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冯
女士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彤彤
的语文老师告诉冯女士，彤彤
的语文成绩不是很好，尤其是
字词读音不是很准确。

回到家后，冯女士每天晚
上给彤彤检查作业，默写字词，
不到一周的时间，彤彤的很多
字词读音都掌握了。冯女士说：

“爷爷奶奶管孩子吃住还行，要
是管孩子学习就有点吃力了，
孩子学习还得靠爸爸妈妈辅
导。”冯女士也慢慢开始纠正彤
彤的学习习惯，还和彤彤的爷
爷奶奶约法三章：“不能什么事

都依着孩子”。
彤彤的奶奶解释道，之

前孩子爸爸妈妈不在家，他
们怕孩子哭闹或者受委屈，
基 本 上 什 么 事 情 都 依 着 孩
子，给孩子吃好的玩好的用
好的，一切都是彤彤说了算。
彤彤的奶奶说：“幸亏她妈回
来了，不然我和她爷爷真怕
以后管不了了。”

冯女士打算在家陪彤彤三
四年，等彤彤长大了再出去打
工。没想到，冯女士将想法告
诉彤彤的姨妈后，彤彤的姨
妈坚决反对。冯女士说：“彤
彤的姨妈是一名初中老师，
她告诉我说孩子越大越需要
妈。”彤彤的姨妈提到，留守
儿童到了初中最难管，稍不留

神，留守儿童的心理和价值观
都会发生变化。

彤彤的姨妈给冯女士谈
到，小学的时候孩子的想法比
较简单，吃饱喝足就行了，这时
候留守儿童最常出现的问题就
是内向孤独。等到孩子上了初
中，一些负面情绪就开始发酵
了，男生容易打架斗殴，女生更

加娇气攀比，学习成绩会受到
很大影响。彤彤的姨妈说：“留
守儿童还会出现自暴自弃，他
们会觉得爸妈都不管我们了，
我爱咋地就咋地吧，爷爷奶奶
到时候都老了，想管也真管不
了了。”

冯女士听了彤彤姨妈的话
后，打消了外出打工的想法。冯

女士说，过几天她就去镇上的
玩具厂打点零工。在冯女士所
在的镇上有一家玩具加工厂，
里面有二十多位农村妇女工
作，还有很多人把玩具带回家
做。但从去年开始，玩具厂的订
单不是很多，能找到活干不是
很容易。冯女士说：“要是能在
家门口工作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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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集镇给500多名

留守儿童找“爸妈”

■“孩子越大越需要妈，要是能在家门口工作就好了！”

■“爷爷奶奶管吃管住还行，管学习就有点吃力了！”

■“不是我不想带娃走，带娃去城里成本太高了！”

■“妈妈，我不要新衣服了，你能不能在家陪我”

过完年之后，不少打工者开始背上行囊外出，一些留守儿童又跟着爷爷奶奶开始了一年的生活。记者调查发
现，留守儿童越来越低龄化，多数都被爷爷奶奶宠成了“小霸王”，留守儿童的心理、学习、生活习惯等问题越来越受受
到大家的关注。外出父母坦言：不是我不想带娃走，是带去了养不起。

本报记者 李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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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好想爸爸妈
妈多在家陪陪我”。被孩子问得最
多的就是“为什么只有过年才能
见到爸爸妈妈”。平时话痨的我此
刻竟然语塞，一时间很难回答他
们的问题，采访气氛一时变得有
些冷清。

有一个叫做子萱的小姑娘，
她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爸
爸妈妈，一年和爸爸妈妈也就呆
七八天。刚开始时她对父母还有
点陌生，也不敢撒娇，没等到热络
起来，爸爸妈妈就又走了。每次爸
爸妈妈走的时候都说要给她买好
看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小女孩
天真地说：“阿姨，我不想要那些
衣服，妈妈买的衣服不是太大就
是太小，他们天天陪着我多好。”

我本来想安慰小姑娘，可是
话到嘴边却不知该如何说起。我
想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外出打工
给你挣钱，是想给你好的生活，我
想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外出打工
是为了让你享受好的教育，我甚
至想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外出打
工是为了给你娶媳妇攒嫁妆。但
是这些话题对于孩子来说还太沉
重，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金钱的
作用和意义，他们单纯的只是想
要爸爸妈妈。

也许最治标的办法就是哪天
商河工厂林立，大家都在家门口
工作，要想实现这些估计很难很
难。留守儿童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
关注。

“为什么只有过年

才能见到爸妈”

记者手记

留
守儿童（资
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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