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8月16日讯（记者
范佳） 本报征集爱心市民

周六参加留守儿童见面会的消
息一刊出，就收到了不少热心
回应，有市民想带着两岁女儿
现场和留守儿童结对子。

和需要帮助的孩子结对子
是济南市民张女士一直以来的
心愿。张女士看到本报报道的

菏泽鄄城七街行政村留守儿童
李东兴哥儿俩的事情后，很受
触动，想带着孩子去留守儿童
家中送关爱。

“但是菏泽离济南太远
了，我的孩子只有两岁，去菏
泽实在很困难，就先带孩子去
了福利院献爱心。”尽管如此，
有着一颗爱心的张女士依然
心心念念“结对子”的事情。早
在张女士结婚前，她曾经和朋
友一起资助过一名险些因贫
困辍学的小女孩，这份爱心一
直延续了两三年。直到张女士
生下女儿后，由于精力有限而

中断了。
看到女儿渐渐长大懂事，

张女士想带女儿一起感受帮助
他人的快乐，她想找一个家庭
比较困难的留守儿童，在物质
帮助的同时，还能在空闲时间
把留守儿童接到济南来，让孩
子见见在济南打工的父母，开
阔开阔眼界。“这次见面会是个
好机会，让我在家门口就可圆
了心愿。”

27岁的济南市民葛女士也
想给这些孩子送一份关爱。“前
阵子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帮助
四川贫困地区的捐赠活动，我

从小在相对优裕的环境里长起
来，看到那里的贫困情况真是
触目惊心。”葛女士说，尤其是
身处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他
们的生活境况与我们身边的孩
子真是天壤之别。

葛女士感慨：“这些孩子长
期处在缺少父母陪伴和关爱的
环境中，心理成长或多或少会
受到影响。如果能给予他们一
份温暖，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
必要的。”

本周六下午三点，百名留
守儿童和父母的双城见面会
将在济南举行，届时这些孩子

将圆与父母的团聚梦，不仅能
在父母怀中说说心里话，还将
收到精美的爱心礼物。目前已
有不少市民表示将带着孩子
到现场与留守儿童结对子。

如果您也想参加本周六下
午三点的留守儿童见面会，欢
迎与我们联系。您也可以带着
孩子一起，参加这一爱心聚会
活动。如果您有关爱留守儿童
的好想法，也欢迎给我们献计
献策。请拨打热线电话96706，
或者下载“齐鲁壹点”手机
APP，在情报站留言，我们将与
您联系。

百名乡村孩子周六将与父母在济南团聚

爱爱心心市市民民要要带带女女儿儿与与留留守守儿儿童童结结对对子子

为爱牵手 童心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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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租住房里不放心，进城务工父母只得带着孩子外出

城城市市““小小候候鸟鸟””每每天天守守摊摊1144小小时时

5岁女童爬上阳台，想看看
出门务工的妈妈回来没有，不
慎坠楼摔伤，让人们将更多目
光投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为了与久别的父母相聚，不少
放暑假的孩子来到城市，他们
就像随着季节迁徙的小候鸟，
体会着期盼已久的父母关爱。
来到陌生的城市，孩子们的生
活又是怎样的呢？16日，记者调
查多个进城务工家庭了解到，
由于不放心把孩子关在租住房
内，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外
出务工，一些孩子甚至每天随
父母守在摊位前十几个小时。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康宇

害怕妈妈离开
拉着衣角不放

16日上午11点，已经从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转至小儿外科病房的婷婷躺在
病床上，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
电视上的动画片。婷婷的小手
始终拉着妈妈王秋莲的衣角。

“昨天下午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普通病房，在重症监护
室里面哭得厉害，找妈妈，考虑
到她的情况相对稳定些了，医
生就把她转到了普通病房。”王
秋莲说。

给婷婷打针是王秋莲最揪
心的时候。孩子太瘦，血管不好
找，只能从脚上扎针，孩子有时
哭得撕心裂肺，王秋莲只能附
在孩子耳边，一遍又一遍地鼓
励。“孩子一喊疼，就跟戳我的
心一样。”王秋莲低声说，“每次
我离开病床一会儿，婷婷都要
问上好几遍。孩子生怕我走了，
都怪我，是我没照顾好她……”
说起孩子的情况，王秋莲心中
满是愧疚，但让她欣慰的是，婷

婷的身体状况较为稳定，接下
来的将是漫长的恢复过程。

婷婷的状况引起越来越
多的好心人关注，这给了单身
母亲王秋莲莫大的鼓励。在记
者采访时，爱心人士李女士特
意带着6岁的孙女儿来看婷
婷，还给婷婷带来了会“说话”
的洋娃娃。两个孩子很快熟识
起来，受伤后的小婷婷第一次
露出了笑容。

“孩子受到的惊吓太大了，
这是第一次有笑脸，感谢好心
人的关心和帮助。”王秋莲说，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尽
快康复，她会花更多的时间陪
伴女儿。

孩子电话里叫妈妈
她的心都碎了

说起对女儿的愧疚，王秋
莲不禁流下了眼泪。“孩子在老
家的时候，经常在电话里哭着
叫妈妈，每次听到女儿哭着叫
妈妈，我都感到撕心裂肺地
疼。”7月初，把女儿带到济宁
后，女儿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
的，但她格外听话，“我出门卖
水果的时候，孩子坐在三轮车

上，天气再热，从没哭闹过。”
34岁的崔艳华和王秋莲

的经历有些相似，她是两个孩
子的母亲，去年3月份她和丈
夫从嘉祥老家来到济宁，经营
着一家餐馆。“大儿子畅畅今
年 1 0岁，小儿子通通今年 6
岁。”16日下午1点半，忙过整
个上午，崔艳华点开手机相册
里两个儿子的照片给记者看。
今年四月，她和丈夫再三商议
后决定，将小儿子通通从老家
转到济宁城区一家幼儿园。

“暑假开学后，大儿子就上小
学五年级了，从农村转学过来
太难，所以只能先顾一个。”为
此，崔艳华总觉得欠大儿子畅
畅些什么。

为了尽量弥补大儿子，她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让亲戚将
畅畅带到济宁来。“每次周末
结束，畅畅都不愿意回去，紧
紧抱着我就是不松手。”每当
这时，崔艳华的愧疚感就不自
觉地无限放大，“感觉太对不
起孩子了。”

虽然在老家爷爷奶奶对畅
畅十分宠爱，但崔艳华总觉得，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能陪
在他身边是自己的失责。至今，

崔艳华依然记得刚来到济宁
时，畅畅在电话中说的话，“儿
子说，妈妈，我想你的时候就盖
你盖过的被子，抱着你枕过的
枕头睡觉……”说到这里，崔艳
华双眼通红。

孩子在视线内
妈妈心里才踏实

将孩子从农村老家带到
城市后，如何照看好他们又不
耽误工作，让很多进城务工人
员倍感纠结。“家里电器多，又
住在楼上，总感觉不安全。”崔
艳华说，将孩子放在租住房内
实在不放心，她和丈夫每天早
上来餐馆时，就将孩子一并带
来。“不忙的时候就指导孩子
写写作业，忙起来后就啥也顾
不上了。最近大儿子畅畅放暑
假来城里，但迷上了玩手机游
戏，这让我有些担心。考虑到
孩子们的安全，店内人多的时
候，我就将两个儿子‘圈’在不
到两平方米的柜台内。虽然有
些碍手碍脚，但他们在我视线
内，我放心了很多。”崔艳华笑
着说。

16日中午12点半，在济宁

城区海关路经营水果摊的张丽
（化名）一家终于吃上了午饭。
12岁的女儿冉冉吃过饭后，拿
起了语文课本看得津津有味，4
岁的小女儿梦雅则吵着要妈妈
喂。自去年开始，家住任城区长
沟镇的张丽夫妇到济宁城区干
起卖水果的生意。“为了做生意
方便，我们在附近租了一套房
子。”暑假开始后，两个女儿迫
不及待地从农村老家来到张丽
身边。

“早上7点起床后到水果
摊，午饭后回家休息两三个小
时后再过来，晚上10点跟随我
们收摊回家，几乎是两个女儿
来济宁后每天的轨迹。孩子每
天在摊位上的时间至少14个小
时，干着生意还得照看俩孩子，
一天下来累得恨不得躺床上立
马睡着。”张丽笑着说自己仍感
觉很幸福，“有啥比一家人团聚
更重要？”

“孩子们就像小候鸟一样，
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迁徙。”崔艳
华说，以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
水平，多数无法让孩子上辅导
班、兴趣班，希望更多人关注进
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这个特殊
群体。

五岁女童坠楼

妹妹在爸妈的水果摊位上写作业，姐姐在旁边照看妹妹。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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