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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流浪女孩玲玲父母称，为生计每天工作12小时

“住救助站，孩子不会乱跑”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建立流动儿童

登记管理制度

广州儿保中心与广州医
学院应用心理系的一项调查
报告中显示，流浪儿童离家
原因中逃避家庭问题占到
48%。

表面上看，这些孩子的家
长是难辞其咎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太多的农民面
对巨大的城乡差距，选择背井
离乡到城市寻梦，而由于户籍
壁垒等制度因素，成为城乡之
间定期流动的“候鸟”。他们有
个共同的名字：农民工。

他们的后代发生了巨大
的裂变：一部分成为隔代抚养
的留守儿童，共有5800万人；
一部分随着父母进城成为流
动儿童，约2700多万人，但很
难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
社会福利——— 无论教育还是
医疗。两个数据相加，意味着
中国有8500万儿童随时面临
着歧视和伤害的威胁。

15万流浪儿童便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因此，在呼吁这些生活在
社会最底层的家长肩负起更
多抚养和监护责任之外，似乎
更应该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
因素。

两年前，全国妇联曾提出
建议，呼吁建立涵盖流动人口
的、以常住人口(不仅仅是户
籍人口)为服务对象的管理模
式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
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

比如建立16周岁以下流
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根据我
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绝大多
数地区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
不进行人口登记、不办理暂住
证，各部门缺乏流动儿童有效
的统计渠道，流动儿童的教
育、卫生保健、权利保护等工
作难以纳入流入地的管理和
服务范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问题。呼吁流入地政
府应当积极承担流动儿童接
受义务教育的责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
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表
示，我国涉及儿童的法律，大
部分都是号召性的、原则性
的、宣传性的，执行层面的法
律很少。 据《工人日报》

每次接回家，都发生冲突
28日上午，在济南金牛建

材市场一处角落，记者见到了
玲玲的父母黄师傅和陈大姐。
陈大姐说，她和丈夫并不是不
愿要回玲玲。每次去救助站接
玲玲，或者直接把她送回家，她
都会与家人发生激烈冲突。而
每次送回家不久以后，玲玲便
再次跑出来流浪。“我们就是出
来打工的，没有空啊，遇到这么
个小孩，没办法。”

至于玲玲为什么不愿意跟

自己回去，陈大姐说，她没时间
管玲玲的时候，就让玲玲在救
助站住一段时间，“住在救助
站，孩子至少不会乱跑，那里的
人也会对她很好。”而在父母身
边，稍不留神，玲玲就走了。

大约在玲玲8岁时，她便第
一次离家出走。幸运的是，每次
离家出走，玲玲都能被救助站或
者民警送回来。家人无奈将玲玲
送到了父母身边，但不到一年时
间，玲玲还是再次离家出走。而

这一回被找到以后，陈大姐怎么
想办法，玲玲就是不愿回到他们
身边，或者回老家去。

采访中，陈大姐同样不知
道，玲玲为什么多次离家出走。

“她偷我们的钱，然后跑出
去。我就说你不要跑来跑去，跟
姐姐弟弟一起玩啊。你听话一
点，她就是不听话。”陈大姐说。

记者了解到，在流浪未成
年人保护中心，玲玲的表现一
直很好。

外出谋生，很少见到孩子
在江西上饶老家，玲玲13

年的人生经历并不算幸福：刚
出生便被送人，6岁被送回来，
此后很少见到外出打工的父
母，偶尔电话里听到父母的声
音，只是教训她学习成绩不好。
陈大姐说，后来她就不再听父
母的电话了。

济南市流浪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朱科长说，因为家长太忙，
玲玲被送到父母身边后，成了
父母的“小保姆”，而这一点陈
大姐反问，“为什么不是这样？
没有种田，我们家里的小姑娘
也要干活啊。我们那儿是穷地
方。你勤劳就有吃的，不勤劳就

没有吃的，你说对吗？”
在交谈中，陈大姐伸出一

双到处是擦伤和划伤的手，然
后又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她
说，孩子不理解她和丈夫，她很
委屈。

这对来自江西上饶的父母
都是43岁，现在美里湖附近的
一家厨具加工厂做厨具安装，
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和
每天近1小时的上班路程，他们
平时只剩下了沉默。

记者了解到，玲玲是家里
的老二，她还有一个20岁的姐
姐和9岁的弟弟。陈大姐说，自
己是在大女儿4岁时外出打工

的，小儿子是在差不多3岁时离
开的。而离开之后，她便很少见
到自己的孩子。

对于自己的三个孩子，黄
师傅和陈大姐所知道得并不
多。对于刚刚上大学的大女儿，
除了知道她在南昌上大学，陈
大姐甚至不知道孩子学的专业
是什么，唯一知道的是，大女儿
每月的生活费是1000多元，这
对于每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
黄师傅和陈大姐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数字。

而作为监护人的责任，陈
大姐说，她和丈夫所知道的就
是多赚钱。

“每次流浪儿童出事都会哭”
对于为什么玲玲会选择在

济南——— 父母打工的城市流
浪，陈大姐和黄师傅并不觉得
是玲玲想要离他们近一点。相
反，陈大姐觉得，“她呀，从小没
有跟着父母，肯定觉得，父母看
不起我，她肯定是恨我们。”

“她根本不体谅大人在外
面付出的辛苦。”黄师傅说。

就在半个月前，在贵州毕
节，5名儿童离开了不算富裕的
家庭，结伴在外“流浪”时，不幸
死亡，而其中4个孩子都是留守
儿童。这一点，深深触动了陈大
姐。

“她出走的时候，每次我在电
视上看到流浪儿童出事都会哭。”

采访中，黄师傅和陈大姐
多次恳请记者，希望能让玲玲

回心转意，“我希望这个孩子明
白，我们不是那种‘千万’父母，
弄一点钱不容易，在这里上学
肯定上不起。即使这里比家乡
好，但这里不是她的土地，她必
须回去，回老家上学。”

玲玲的父母说，因为工作

太忙，他们只能让年迈的爷爷
过来接她。

“假如玲玲再离家出走呢？”
陈大姐没有给出答案，她

只是说，在这里她舒服，回老
家，她要干活。小孩放在外面，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济南市流浪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收留的流浪女孩

黄云玲，有时距离在济南

打工的父母仅有几公里。

但是，玲玲宁愿在父母打

工的城市流浪，也不想呆

在父母身边。

28日，记者见到了玲

玲的父母。家庭贫困、父母

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量，以及从小便陌生的家

庭关系，压垮了父母与孩

子之间的亲缘。而一声“回

家”，早已不是解开流浪儿

童心结的答案。

监护人监护能力缺失

导致孩子不愿回家

中国儿童福利研究中心
主任高玉荣告诉记者，她曾
经参与的一项调查显示，如
果孩子离家出走，前两天内
能及时进行干预和救助，许
多孩子不至于习惯流浪。“孩
子出走的第一天，第二天，他
们最容易害怕，如果有人管，
他们就会回家了，但是超过
这个时间，孩子会自然熟悉
和习惯流浪的生活。”

高玉荣分析，真正导致
孩子不愿回家或者离家出走
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监
护人监护能力的缺失。而父
母重病、致残，或者生活困难
家 庭 的 孩 子 成 了“ 高 危 群
体”。这个群体被称做“困境
儿童”，他们不愿回家的原
因，在于家庭已经无法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关怀和成长条
件了。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格调查

282名流浪儿

过半有家庭问题

采访中，济南市救助管理站
业务科长石国华告诉记者，在今
年济南市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282名得到救助的流浪儿童当中，
有一半以上的流浪儿童来自家庭
离异或者留守儿童家庭，而江西、
河南、湖南、贵州这几个劳务输出
大省的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的
情况尤其突出。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流浪儿童
不愿回家？

石国华认为，由于父母离异，
或者父母外出打工，这种家庭的
孩子几乎等于被遗弃家中，严重
缺乏家庭的关怀。实际上，孩子心
灵里的家庭早已消失了。流浪儿
童中，找不到监护人、没有监护
人、监护人没有条件监护的都有，
而这些情况背后都是一个个不幸
的家庭。

本报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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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玲玲的母亲担忧孩子
的状况，不禁掉下眼泪。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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