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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父亲过世母亲患精神病，爷爷奶奶体弱多病，弟弟妹妹年幼

12 岁女孩辍学挑起家庭重担
文/片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位邻居给
刘瑞冉家送来了鸡蛋，还有些邻居到
她家窜门陪她爷爷奶奶聊会天或者
帮着照看孩子。

“现在孩子们吃的用的几乎都是
邻居给的。连我们烧的煤球都是前段
时间前街做煤球生意的董占军给

的。”夏妹兰说。前来串门的一位刘姓邻
居说，我们这些邻居送的东西也只是杯

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们一家人前几天由大孙女骑着

借来的三轮车到乡政府去了一次，乡政
府暂时让我们回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
法了，你说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刘瑞冉
的爷爷刘代彬说。

说起现在家里的情况，刘代彬他感
觉最无奈的就是不能让大孙女去上学。

“谁不想让孩子去上学啊，只是没有办

法，现在她是我们家里唯一的依靠了。”
刘代彬说。

“还上学呢？能养活孩子就不错
了。”夏妹兰哽咽着说。

“奶奶别哭了，我不去上学。”见奶
奶流泪刘瑞冉说。可是当不在爷爷奶
奶面前时，刘瑞冉却又哭着告诉记者：

“ 我 咋 不 想 和 其 他 同 龄 人 一 样去上
学？”

路在何方>> 上学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25 日，是个难得的晴天，室外阳
光明媚，但是刘瑞冉家中却是那样的
阴冷潮湿。刘瑞冉和母亲居住的是
二十多年的老房子，现在房顶有一
根梁有些损坏，只是用根粗点的棍
子加固了一下。屋内有两张床，一张
破旧的沙发。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是她
家最值钱的家电。

“我们家的这些孩子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和人家的孩子相
比，我们家的孩子真是受了大屈了。”夏
妹兰说。

夏妹兰说：“刘瑞冉的父亲在世时，
家里就揭不开锅，现在家里更是吃不上
饭了。基本上每顿饭就是熬些大米汤喝，
连小米汤都喝不起，买的大米也是那种
没人要的碎米，这样每斤能省 7 毛多钱。
只能这样凑活着喝饱，勉强维持着。”

“她母亲没有奶水，那个十个月大
的孩子，现在也是喂他一些米汤或者蘸
盐水的馒头。我儿子在时买的奶粉，现
在剩的不到一盒了，只是在晚上孩子饿
得哭闹时让他喝点，但喝完也没有了。
不仅是这，自己治糖尿病的药和她母亲
治精神病的药也是吃一粒少一粒，等吃
完也没钱买了，只能听天由命了。”夏妹
兰说。

家徒四壁>> 每顿饭只能凑合着吃饱

刘瑞冉的父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
民，生前靠种地和农闲时打些零工维持
一家人的生计。2013 年 1 月 1 日，刘瑞
冉的父亲在为村里邻居帮忙时，突然心
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从此，她就被迫
辍学回家，担起了照顾家人的重担。

25 日上午，记者来到刘瑞冉的家
中，她正照顾着 10 个月大的弟弟，7
岁的妹妹和 3 岁的弟弟也围在她身
边。原本就稚气未脱的她，却要扮演母
亲的角色。她的母亲由于患有精神病，

只是在一边坐着。
“早晨冉冉给我说，他们学校今天

该期末考试了。冉冉一直学习很好，
不 让 她去 上 学 实 在 是 迫 不 得已 啊 ！
你 看 看家 里 现 在 成 什 么 样 子了 ，我
们两个老人实在是照看不过来啊！”
刘 瑞 冉的 奶 奶夏 妹 兰 说 ，她 和 老 伴
都已经年过七旬，且身体都不好。她
老 伴 患 有 气 管 炎 、心 脏 病 而 且 现 在
连 走 路 都 得 扶 着 东 西 。她 本 身 就 有
糖尿病，每天都要吃药。刘瑞冉的母

亲经常向外跑而且出去之后不知道
回家。她那个 7 岁的妹妹到现在不仅
不会说话，而且生活不能自理。平时都
是穿着衣服站着大小便，并且不把东
西放到她嘴里就不会吃。

“冉冉每天在家做饭、洗衣服、看
孩子、照顾我们和她母亲。她现在是我
们家里的‘顶梁柱’，没有她我们这个
家就完了。确实苦了她了，但是也没
有其他办法。”夏妹兰边说边擦拭自
己的眼睛。

命途多舛>> 12 岁女孩成家中“顶梁柱”

25 日上午，刘瑞冉一家。抱孩子者是刘瑞冉。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12 岁，本是在父母怀抱撒娇、在
教室读书的年龄，而聊城市莘县大
王寨乡西王庄村的刘瑞冉却辍学回
家，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了照顾年过
七旬且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患有
精神病的母亲、年幼的妹妹和两个
弟弟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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