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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人物

两名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
资助生活费的同时，她更注重孩子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邹俊美

王俊华当了 20 多年教师，一直
没离开教育这个圈子。她参加“农村
烛光教育行动”的时候，在一所乡
镇小学认识了两名留守儿童。女孩
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男孩的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爸爸已经是六
旬的老人。两个孩子长期生活在爱
的“真空”地带，王俊华看了非常

心疼，从 2011 年起资助这两个孩
子。

“每个月给他们 100 元，钱不
多。我觉得不能一味地给予孩子物质
上的帮助，更应该注重疏导他们的心
理。”王俊华每个周末都让孩子到家
里吃饭，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两个
孩子至今称呼她为“王老师”。王俊

华教他们做饭、使用燃气灶、如何启
动洗衣机。两个孩子考初中的时候，
王俊华又找来老师给孩子补习。

今年中考结束，两个孩子一个考
了 614 分，一个考了 580 多分。“我
挺欣慰，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成绩，是
因为他们比其他孩子付出了更多。”
王俊华说。

每周安排孩子到家里吃顿饭

长期与两个孩子接触，让王俊
华有了深刻体会。很多贫困孩子物
质上的匮乏，远不及感情上的缺失
严重。在日常生活中，她尽量弥补
孩子的心理“空白”。

有一次，王俊华叫女孩来家里
吃饭，但是很久没见女孩的踪影。
担心女孩家里有事，她就开车去了

女孩家里。女孩的奶奶告诉王俊
华，孩子没事，只是去参加考试
了。她这才放下心来。

“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她说，
类似出现这种事，应该怎么做，既
然有了电话就应该先通知我。其实
我很理解他们，父母不在身边，缺
少关爱，自然不会表达爱，有时也

不知道什么是爱。”
王俊华说，她资助两个学生，

就是想让他们摆脱心理上的阴影，
重新振作起来，“我儿子回来以后，
去男孩家里时，也常给他讲一些
道 理 。 现 在 他 们 渐 渐 地 变 自 信
了 ， 也 愿 意 参 加 学 校 的 业 余 活
动。”

想尽量弥补孩子心理“空白”

作为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和民盟聊城市委副主委，王俊
华在工作上积极推进对一些慈善项
目的支持，给予贫困学生更多的帮
助。2011 年，王俊华参加美国科技教
育协会海内外基础研讨会时，看见资
助项目上没有山东的名额，她就问主

办方是什么原因，“他们说山东是富
省，我说上面有广州，广州不更富裕
吗？后来经过努力争取，今年山东也
有了扶持项目。”她笑着说。

2012 年，在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上，她提交了《关于农村留守儿童
问题的建议》。王俊华说，想要留守儿

童得到温暖，亲子教育是无法取代
的。“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关于建立‘家
庭教育协会’，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
士到学校去讲课，让家长参与。再一
个是寻找‘代理妈妈’，这需要社会上
的爱心群体支持，各个行业都可以举
办这样的活动。”

关爱留守儿童需要社会支持
本报与团市委共同发起

“雷锋”先进推选活动，征集
“雷锋”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活动将评出“雷锋号”先进集
体和“雷锋好榜样”先进个人。

如果您身边有好人好
事，觉得他们奉献社会，乐于

助人，就可以推荐。本报将实
地进行采访，讲述他们的故
事，最后根据评选标准评出

“雷锋号”先进集体和“雷锋
好榜样”先进个人。推选热
线：8451234。

(刘云菲 钱鑫 满政)

身边好人好事继续征集中

27 日，王俊华被评为“最具爱心慈善楷模”。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7 日，在聊城市“慈心一日捐”活动动员大会上，人大代表、市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俊华被评为“最具爱心慈善楷模”。她从 2011 年
起资助了两名留守儿童，成为他们的“爱心妈妈”。她认为，与每月资
助生活费相比，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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