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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像坐牢，为孙子得坚持
一位农村母亲尴尬的城市生活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格记者手记

父母进城，

不应仅是付出者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李女士的
情况并不是孤例。在很多新建小区
内或者幼儿园门口都不乏这样的
身影。他们来自农村，年轻时含辛
茹苦将孩子送进城里，年老时又远
离故土将城里的孙辈带大。

俗话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
己的草窝。”农村老人离开自己的
草窝进城带孙子，和儿子、儿媳、女
儿、女婿一起生活，含饴弄孙本应
享受天伦之乐，但从农村进城照看
孙辈的老人却大都不喜欢生活在
城市。虽有子孙绕膝，他们却感到
委屈、无奈，还有一些农村老人长
期在农村生活，认为自己与城里人
差距大，自卑心重，不愿与城里人
接触，内心的封闭带来了不少问
题。

进城带孙辈，他们不应仅是付
出者，在城里安享晚年也是应有之
义。因此，子女首先要多关心他们
的生活，多与他们交流，多陪他们
出去走走，帮助他们在情况类似的
人群中找到朋友，尽快融入新环
境。

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这个群体需要的不光是自己子女
的关心，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也是十
分必要的，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将其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严肃对待。只有
社会公共设施健全，城市多一分宽
容，他们才能主动融入城市交流圈，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只有这样，城
市才能变成这些老人的养老场所。

“孩子的笑脸是最好的礼物”
智障孩子与妈妈的特别母亲节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张露

为庆祝母亲节，1 1 日上
午，济南基爱智障人士服务中
心的智障孩子与母亲一起到
平阴玫瑰园游玩。对于这些孩
子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妈
妈 们 的 辛 苦 ，而 妈 妈 们 则 表
示：“孩子们的笑脸是母亲节
最好的礼物。”

玫瑰园风景如画，但活动
中不少妈妈却无心欣赏。孩子
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
碍，离开了家长陪伴，很容易出
危险。菲菲(化名)患有自闭症，
需要妈妈领着才走路。而同样
患有自闭症的强强(化名)却是
另外一种表现，只要妈妈一会
儿不领着，强强就不知道跑哪
去了。家长们时刻牵着孩子的
手，一刻也不敢放松。

这次出游的智障者中年龄
最大的是维维(化名)，今年30
岁。维维的母亲王女士今年已
58岁，比同龄人要苍老许多。王
女士每天接送维维，已经坚持
20余年。“以前在别的地方上学
时需要接送，现在年龄大了，进
步很大，但还是不认识路，需要
我接他。我的母亲节心愿，就是
希望儿子健康快乐。”

战玉志是济南基爱智障人
士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她的双
胞胎儿子大伟和华伟，也在20
位智障孩子中间。1987年，双胞
胎儿子出生，曾给战玉志带来
莫大的欣喜。而两个儿子在两

岁时被查出智力低下，又让战
玉志“仿佛坠入梦魇”。随后，像
其余不少智障孩子家长一样，
战玉志开始了对儿子20多年的
康复训练和陪伴。最困难的时
候，战玉志摆过地摊、打过工。
但两个儿子点点滴滴的进步，
支撑她走了下来。

“与一般的母亲相比，智障

孩子的母亲承担的压力和责任
更大。”战玉志告诉记者，刚到
中心时，不少智障孩子的母亲
并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也不承认自己的压力很大。而
接触久了之后，她发现孩子家
长的压力都非常大。“有些抱头
痛哭，甚至想要跟孩子一起离
开这个世界。”

而同样作为智障孩子的
母亲，战玉志更能设身处地的
理 解 智 障 孩 子 母 亲 的 感 受 。

“她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爱和理
解，而她们也十分容易满足，
别人对孩子一个宽容的微笑，
或者自己孩子冲着自己的一
笑 ，就 会 让 这 些 母 亲 感 到 温
暖。”

为了照看孙子，杨磊在农
村住了一辈子的母亲首次来
到济南。5月12日是母亲节，杨
磊说，母亲从不知道还有这个
节，母亲在城里过得其实挺尴
尬。

“儿子老是说让来济南享
享清福，可家里忙，要不是孙子
出生，估计还得等几年。”11日
上午，刚给孙子喂完奶，和记者
短短聊了几句后，李女士就忙
着洗尿布去了。

李女士的儿子杨磊说，母
亲多年来含辛茹苦供他上学，
毕业后他留在济南工作，每年
都说让母亲来住一段时间，可
母亲总是舍不下家里，每次都

说等等再去。“母亲其实不想给
我们添麻烦。”杨磊说。

自从知道妻子怀孕后，杨
磊就动了请保姆的心思。可在
孩子出生前，老母亲却自告奋
勇来照顾儿媳妇，首次来到了
济南。

“济南是大城市，楼高人也
多，可就是没个人能说说话。”
李女士进城后，每天的生活就
集中在了两室一厅80多平米的
范围内，对于每天都要下地干
活、和邻居拉呱的她来说，这种
日子无异于是在坐牢。“对门都
不 认 识 ，你 说 这 过 的 是 啥 日
子。”

首次进城，李女士一直都

在转向。由于不识字，她记不清
道路，每栋楼都相似让她老忘
了到底哪是儿子的家。住惯了
平房，上下楼梯不方便，乘电
梯又晕，李女士一周也下不了
一 次 楼 ，更 不 敢 独 自 去 逛 商
场，住着有些心慌。“进城就像
坐牢，可为了孙子得咬牙坚持
啊。”

“别让丫头乱跑，家里的鸡
你得给我喂好。”每天等孙子入
睡后，给家里打电话成了李女
士最高兴的事。一会儿嘱咐老
伴看好家里的孙女，一会儿叮
嘱别忘了鸡鸭，声音里难得有
点欢笑。

杨磊告诉记者，过年时他

和母亲回了家，知道母亲在济
南住不惯。他就说了准备请个
保姆，让母亲在家歇歇的想法，
可李女士一口就回绝了。“请别
人看孩子，能上心吗？自己孙子
还得自己看放心。”

杨磊知道母亲在城里住得
并不舒心，可看到母亲坚决的
眼神，他只好打消了请保姆的
想法。

“母亲有老寒腿的毛病，过
了年一直忙，明天想带她去看
看。”杨磊说，往年这时候他都
给母亲打个电话，寄点东西，可
从来没提过母亲节三个字。在
农村住了一辈子的母亲不知道
什么是“母亲节”，可他知道。

看到儿子玩得开心，妈妈(左)也开心地笑了。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为迎接5月12日母亲节的到来，山
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5月11日
发起了“千里的爱——— 母亲节明信
片邮递”活动，300学子将给母亲寄
送明信片，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
感激之情。 通讯员 郭教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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