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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宝贝，再亲妈妈一次”
心理辅导活动中，一母亲愧疚未能照看孩子泪洒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崔洋洋

孩子画自己家

画出心中的痛

4日上午，淄博公交驾校派爱
心车将孩子们送到周村古商城游
玩，各种新奇的景致让孩子们兴奋
不已。下午孩子们又乘车来到了张
店城中小学。

学校征集了15个本校学生与
前来团聚的孩子结成了“互助对
子”，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刚到达
学校礼堂，张店城中小学的学生就
为他们送上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而在孩子们来淄博的前几天，
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翟大伟早已提
前了解了每个孩子的具体状况，并
设计了一套心理辅导游戏。第一个
环节是“梅花开”，家长和孩子听哨
声选择拍手，或者喊“啊”。该环节
过后，现场气氛一下了活跃了起
来。第二个环节是“我画我家”，让
孩子和家长各自在一张白纸上画
出自己的家，并且上台解说自己的
画。第一个上台的是李茂森，他画
了一座房子，房子里有电视，还有
桌子，房子的旁边还有一棵苹果
树。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天天都
能陪我吃晚饭、看电视，饿了就吃
门外树上的苹果”。

第二位上台解说的是栾欣媛，
她画了一张特别的全家福，她和姐
姐在房子的一边，爸爸妈妈在房子
的另一边，都离房子很远。“爸爸妈
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我和姐
姐在姥爷家住，也离家很远，我们
的房子一直都是空的，我希望爸爸
妈妈早一天能把我和姐姐接回家，
我们照一张全家福挂在墙上，房子
就不会那么空了。”

妈妈流泪表白

要照顾好孩子

栾欣媛妈妈听到女儿的话后，
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她说，“我画的
是爸爸妈妈领着一个孩子高兴地
走在路上，我不想再把孩子留在姥
爷家了。对于老人，我不能照顾他，
反而让他帮我带着两个孩子。我爸
也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

我真是尽不了孝道，又当不好妈
妈，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难受。”

为了让两个孩子生活得好一
点儿，栾欣媛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博
山打工，平时几乎不回家，两个女
儿就跟着姥爷生活，她们很懂事，
虽然小小年纪，但像蒸馒头、炒菜
这样的活都能干。“别人的孩子在
父母的怀里撒娇的时候，我的孩子
却在姥爷家烧水、做饭，少赚一点
儿钱不要紧，不能让孩子缺少母

爱，年后我就把孩子接过来，留在
自己身边好好照顾”，栾欣媛的妈
妈抽泣着说。

当翟老师问孩子理不理解妈
妈时，栾欣媛懂事地说，“我知道爸
妈是为了让我和姐姐生活得好一
点儿，请爸爸妈妈放心，我会照顾
好自己的。”翟老师让孩子跟妈妈
拥抱一下，栾妈妈搂着孩子说，“宝
贝，再亲妈妈一次”，在场的许多家
长都擦起了眼泪。

想给妈妈洗脚

却被一再拒绝

蛤

淄
博

老家是莱芜在淄博打工
的孙玉萍，家里有两个孩子，
都是常年由家里的老人给带
的。孙玉萍说：“虽然俺不能
陪着孩子，但俺孩子可懂事
了。”

孙玉萍的女儿杜心怡
说，她看到妈妈在外面打工
那么累，就想报答她，她看
到电视上给妈妈洗脚的广
告后，就提出给妈妈洗脚，
但是每次妈妈都拒绝。“俺
觉得愧疚，出来打工没法照
顾她，俺觉得对不起孩子。
所以不想让她给俺洗脚。”
孙玉萍说道。而小心怡因为
妈妈一再拒绝很难过：“我
觉得不能给妈妈洗脚，我心
里很难受。”

本报记者 罗静

4日是本报“百家团圆”活动淄博站的最后一天，上午孩子们游览了古风淳朴的周村

古商城，下午张店城中小学为团圆家庭设计了心理辅导科目。在“我画我家”环节中，栾欣

媛的妈妈听到女儿在老家跟姥爷生活的情况时，泪水夺眶而出。

看到女儿栾欣媛的画后，妈妈不禁流下了泪水。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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