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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山区小学五个娃集体报名
孩子们说他们的愿望就是有爸妈陪着

本报莱芜1月16日讯(闫秀玲
于晓敏) 16日，莱芜市莱城区和庄
镇中心小学的五名学生集体报名参
加本报“百家团圆”活动，他们的父
母都在淄博市博山区打工，他们放
了寒假想结伴一起到淄博与父母团
聚，去看看父母打工的城市。

莱芜市莱城区和庄镇地处山
区，当地许多青壮年选择到淄博博
山打工，虽然两地相距不太远，但
为能多挣些钱，不少人长期待在博
山，很少回来。和庄镇中心小学许
多学生的父母就是这些打工族中
的一员。

和庄镇中心小学主校区在和
庄镇，另外有青石关、平州和车夫
三个教学点。报名的五名学生中，
除一名在青石关教学点，一名在平
州教学点外，其余三人在主校区。
16日上午，在和庄镇中心小学的主
校区，记者见到了报名的陈海莹、
李茂森和栾欣媛。

11岁的陈海莹是个内向的女
孩，在她的印象中在博山做建筑工
人的父母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平时
家里只有我和奶奶，爸爸妈妈给我
打电话就说要我好好学习，他们再
过段时间就回来了。”最令她羡慕其

他同学的地方是，别人有爸爸妈妈
辅导功课，而她只能靠自己。

李茂森上一年级，7岁的他活泼
好动，是班里的积极分子，但是说起
父母时他情绪突然有些低落，“爸爸
妈妈很久没回来了，不过他们每次
回来都给我买好吃的。”李茂森说。
当记者问他见到父母后，最想一起
去哪里玩时，李茂森说：“我不想去
玩，就想让他们在家陪我。”

在和庄中心小学青石关教学点
上一年级的杨子涵父母也在博山打
工，见到他时，他正在吃一个从家里
带来的蒸包。青石关教学点一共有2

个班，30多个孩子，都是附近村里的
七八岁的孩子，由于山区路不太好
走，孩子们上下学都需要家长接送，
冬天又冷，所以许多孩子都是从家
里带午饭来，老师给热一下。

杨子涵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蒸包就是奶奶给他包的。父母很
少回家，放假的时候，他曾经跟父母
到过博山。记者问他：“博山好玩
吗？”杨子涵说：“不知道，没出去玩
过。”说起新年愿望，杨子涵说：“过
年的时候，我想让爸爸带我放鞭炮，
有的鞭炮我不敢放，我爸爸敢！”他
兴奋地做了个扔鞭炮的动作。

本报德州 1月 1 6日讯
(记者 牟张涛 孙婷婷)

“爸爸妈妈已经在济南打工
3年了，都快忘了他们长什
么样子了。”7岁的张怀誉的
父母常年在济南打工，自己
跟随在德州老家的奶奶一
起生活。长相可爱的小怀誉
离开了父母后，话变得越来
越少了。

张怀誉是宁津县育华
德小学一年级一班的学生，
长相可爱的她话却很少。和
小怀誉交流时，记者问一句
她答一句，而且回答得也很
简短。“爸爸妈妈已经在济
南打工3年了，都快忘了他
们长什么样子了。”就这样
简单的一句话都是张怀誉
为数不多的长句子。张怀誉
的爸妈都在济南做木工活，
去年，小怀誉只在周末的时
候，跟随奶奶去过济南两
次。但因为父母工作忙，即
便在济南，父母也没有时间
领着她逛一逛。

张怀誉的班主任刁数
华老师介绍，孩子想父母的
时候，就会独自在院子里面
溜达，“父母不在他们身边，
总感觉他们的生活里缺少
一些快乐。”刁数华说，因为
留守儿童们平时只跟祖父
母在一起，祖父母难以辅导
学生们的日常作业，只能在
每周一开学时，让这些孩子
提前到学校来，由班主任老
师负责给孩子们辅导。“为了
生计，父母需要外出打工，连
接送上下学都成为这些留
守孩子的奢望。”

当同龄孩子还在父母
怀里撒娇的时候，他们也在
期盼见到爸爸妈妈，在心
里默默数着与父母团圆的
日子，来到父母身边时就
可以开心地笑，任性地闹
了。“见到爸爸妈妈的时
候，我就可以买好多好吃
的、好玩的。”听到可以去
见爸爸妈妈时，张怀誉语
气明显欢快了很多。

贾玉彬夫妇老家在菏泽，2006

年来到济南，现在在济南市市中
区九曲安置区四标段工作。从儿
子 3岁起，贾玉彬夫妇就外出打
工，每年在家的时间很短，现在儿
子都已15岁了，夫妻俩觉得亏欠
儿子的实在太多。

外出务工十余年

每年在家没一个月
贾玉彬和妻子肖巧玲的老家

在菏泽市牡丹区安兴镇，从2000
年起，夫妻俩就外出打工。济南、
东营、烟台、潍坊以及山西省，哪
里有活干，就往哪里去。2006年，
两人来到济南，贾玉彬是工地上
的电工，妻子肖巧玲在工地食堂
做饭，两人在工地上提供的活动
板房里住。

“每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
超过一个月。”贾玉彬说，自从
2000年夫妻俩外出打工以来，每
年最多回家三次，除了春节，其余
时间也是家里有事情才回去，每
次也就三四天时间。

与建筑工人相比，由于电工

要保障工地的用电及用电安全，
往往进入工地最早、撤离工地最
晚，贾玉彬跟妻子比其他建筑工
人在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些。“每年
一般腊月廿六七才能回家，年后
正月初十以前就要回工地。”

贾玉彬告诉记者，儿子今年15
岁，上初三。由于夫妻俩常年在外地
工作，与儿子见面的机会很少，夫妻
俩觉得亏欠儿子太多。

孩子网名“孤独的心”

改后成“忘忧草”
贾玉彬记得，儿子五六岁的

时候，快过年时贾玉彬快到家了，
儿子由奶奶背着在村口迎接他。
当贾玉彬靠近儿子时，儿子小声
地问奶奶，来的这个人是谁。“我
听到这话，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
么多年我一直记着。”

“儿子不太对我表露自己的
感情，但我觉得儿子肯定很伤
心。”贾玉彬苦笑着说，在与儿子
不多的聊天中，他能感觉到儿子
内心对父母亲情的渴望。“儿子的
网名以前叫‘孤独的心’，后来我

觉得显得太悲观，让他改掉，他改
成了‘忘忧草’。”

肖巧玲说，儿子贾进鹏在老家
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及家里
的其他亲戚对贾进鹏都非常好，但
别人对孩子再好，也不如父母在身
边好。“儿子今年夏天就要中考了，
我准备回家几个月，好好照顾儿子，
最起码让儿子吃好。”

肖巧玲告诉记者，儿子虽然

也来过济南几趟了，但却没去过
一次收费的景点。

肖巧玲记得，儿子小的时候，每
次分别时是最难受的时候。有一次，
肖巧玲夫妇刚到济南，儿子就打来
电话，在电话里哭喊着让爸妈回家。
现在贾进鹏住在学校。“每到快过年
时，孩子都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
家。”从电话里，贾玉彬夫妇听得出
孩子对他们的期盼。

“爸妈长什么样

我都快忘了”

肖巧玲将儿子的照片设置成了电脑桌面。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心痛孩子在孤独中长大
孩子一撇就是13年，打工夫妻觉得亏欠儿子太多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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