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娃独自步行 5 里山路上学
三庄镇三年级小学生张年凤六一最想见父母一面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见习记者 杜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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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姥姥照顾

11岁女孩起居
28日中午12点10分，正是陈

家沟小学时放学时段，紧靠着学
校有条河，连绵一天的雨，让河
水已经没过了拦水坝。尽管老师
每天都要强调不要横穿河流，但
有些孩子或者为了省时间或为
了玩乐，脱了鞋就趟水过河了。

张年凤今年11岁了，个头有
1 . 2 米左右，穿个粉红色外套，见
到外人脸上会露出腼腆的微笑，
每天中午她都要去姥姥家吃饭。

到了姥姥家，老人已经在给
外孙女做饭了。张年凤的姥姥叫
李西花，那天中午她给外孙女做
的是炒土豆丝，还拌了小凉菜，
主食则是米饭，张年凤洗完手，
坐下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据李西花介绍，张年凤的母
亲精神有点问题，以前一家人的
生活全靠张年凤的父亲支撑，但
去年，张年凤的父亲遭遇车祸，
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为了
生存，张年凤的父母外出给人看
大门去了，小姑娘也就只能交给
家住学校附近的姥姥照顾。

小姑娘回家一趟

要独自翻山越岭
父母不在家，张年凤也就常

住在了姥姥家。“现在每隔两三
周回家看看。”张年凤说，每次回
家都要走山路，而且是独自一个

人。“得有5里路。”张年凤的姥姥
说。

张年凤说，她家住在小庄，
她自己走山路已经两年了，“都
习惯了，没觉得累。”

“出了村子往东拐，一直顺
着小路走就是村东边的大山，翻
过山再走一段时间就到了。”5里
多的山路，被小姑娘轻描淡写地
描述了一番。

张年凤从一年级开始就走
这条山路，以前每天她要往返两
趟。“爸妈没出去前，我每天早上
五点半起床，然后先帮着爸爸做
饭，六点半左右从家里出发，到
学校时候，稍微休息一下就正好
上课了。”张年凤说。

记者根据张年凤的指引，顺
着崎岖的山路往上走，山间满是
绿油油的庄稼，山间的阵阵凉风

让人很舒爽。领路的张年凤步伐
很快，而且还会小跑一段。

“跑一会能早一点到学校。”
看着记者气喘吁吁的样子，张年
凤忍不住笑了。翻过一座山，再
过一条河，张年凤指着不远处的
一栋房子说：“那就是我家了。”
说完，小姑娘又跑了起来。也许
张年凤知道，这5里山路可能决
定她能否走出大山，能否走得更
远。

想去看看大海

更想见见父母
张年凤说，今年的六一儿童

节，她要上台表演节目，“跳舞，
多希望爸爸妈妈也能看见我跳
舞。”

不过，张年凤并不知道父母

现在确切的工作地址，“姥姥说
她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偶尔会给
我们打个电话的。”张年凤说。

“张年凤很争气，现在成绩
始终保持在班里前三名。”张年
凤的班主任老师说，小姑娘从没
抱怨过走路累。

“回家的路很短，只有 5 里，
但对她说，路还很长，不知道山
里的孩子要走多少崎岖的山路
才能真正走出大山。”她的班主
任老师说。

“我想去看看大海，还想见
见父母。”张年凤说，她很想走出
大山，“因为过了山就可以见到
爸爸妈妈了。”

张年凤说这些的时候，李西
花就倚在门框上，望着外孙女，
眼神中透出的是渴望或者别的
什么神情，我们难以判定……

家长接送真辛苦

坐校车能交朋友
本报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头顶是毒辣的太阳，
脚下是泥泞的山路，5月28
日中午，东港区三庄镇陈
家沟小学的张年凤正往家
走。从学校到张年凤家有5
里左右的山路，读三年级
的张年凤已经走了两年
了。说起六一儿童节，她说
她最想见见自己的父母。

▲这 5 里多山路，张年凤已经走了两
年，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真正走出大山。

姥姥家的小狗也是张年凤的小伙
伴，小姑娘心中充满童真。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城里孩子

农村孩子

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周围接
送孩子的私家车都会包围学校，造成
交通拥堵。记者了解到，其实家长也不
想接送孩子上下学。“送完女儿我就提
前去上班，还被评上单位先进了。”一
位家长说。

担心交通安全

每天定点接送
5 月 28 日上午 11 点 30 分，在威

海路，双向车道的马路上边已经停满
了私家车。11 点 50 左右，一辆银灰色
的轿车停在新营小学门口，一位家长
急匆匆下车，往学校门口跑去。“今天
下班路上堵车严重，接孩子迟到了。”
这位姓丁的先生说。

丁先生的女儿上五年级，接送女
儿上学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我上班的
地方，离这有六七公里，每天下了班，
第一件事就是跑来接女儿。她妈妈下
班就得忙着回家做饭。”

丁先生告诉记者，女儿早上 7 点
40 分到校，他 9 点才上班，但是为了送
女儿上学，他都会早早起床，把孩子送
到学校，然后早早地就去了单位。“要
不是送女儿上学，我可以 8 点再出家
门。因为常年提前上班，我还被单位评
为先进了。”丁先生幽默地说。

父母在外奔波

爷爷成为“专职司机”
“我想每个家庭都会这样，每天接

送孩子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孩子到点上学、到点放学就要准时
来接他。现在路上车辆这么多，孩子太
小，自己走太不安全了。”一位正在等
待接孩子的戴大爷说。

说起接送孩子，戴大爷一脸的疲
惫和无奈：“孙子今年 9 岁了，但只要
他过马路、走有井盖的地方，我就不
放心。儿子和儿媳常年在外奔波，看
好孙子就是我的责任，万一出点事我
没法交代。”

据了解，戴大爷家离学校也就十
几分钟的路程，但他总担心孩子遇到
坏人，甚至担心会有坏人跟踪孩子到
家，因此坚持每天接送孩子。“只有亲
自接送心里才踏实。”戴大爷说。

坐校车可以

交到很多朋友
在城市，除了家长接送之外，孩子

们上学还有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
校车。

任司机负责接送 30 多个孩子上
下学，他已经开了六年的校车，坐车的
孩子一般都比较固定，所以每个孩子
的名字、住在哪个小区，他非常清楚。

下午 5 点 20 分左右，孩子们到齐
了，任司机反复叮嘱他们在座位上坐
好，然后发动了汽车。

“家人开车接我一点儿都不好玩，
每次一上车妈妈就问我今天都布置什
么作业了？在学校都学了什么？而且只
有爸爸或妈妈一个人陪着，坐校车我
还可以和其他人一块儿玩，交到很多
朋友，多有意思呀。”她千求万求，并一
再保证自己再也不乱买零食，再加上
父母上班确实不方便，才总算同意让
她乘坐校车。

“我觉得，坐校车没什么不好的，
孩子还能彼此交流、分享乐趣，这算是
城里孩子们所特有的一个空间。而且
校车也能减轻交通拥堵。”一位家长
说。

实录福利院孩子的学习生活

党民政三岁就能独立穿衣洗漱
文/本报记者 李清 片/见习记者 许妍

早晨6:30

独立起床洗漱
每天早上6点半，党民政就

与其他伙伴一起起床了。从三岁
开始，他就学会了自己穿衣服、
洗脸、刷牙这一套流程。

据护理人员秦女士介绍，党
民政相比于其他孩子精力旺盛
很多，平时睡觉少，每早他听见
动静就早早起床了，根本不需要
阿姨叫他。

起床后，他走到洗漱间准备
洗刷，他早已经能够独立洗脸、
刷牙，只是每次总要把牙膏挤得
歪歪扭扭。

七点钟是吃早饭时间。当天
早饭吃的是稀饭、馒头，每个小
朋友都要吃一个鸡蛋。很多小朋
友都不喜欢吃鸡蛋黄，但是党民
政并不挑食，他吃得津津有味。

把一小碗的稀饭和一个小馒头
都吃完了。在半个多小时的早饭
时间里，他一改往日活泼好动的
模样，吃得非常认真。

上课前互帮忙

将玩具收拾妥当
吃完早饭后的一个小时，是

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党民政
和小伙伴们去了活动室玩玩具。

很快，上课时间快到了，小
朋友们需要自己把刚玩的玩具
收拾妥当。党民政没有玩多少，
但是他每每这个时候最热心，急
着帮其他小伙伴收拾玩具。

在图书室，党民政拿着自己
的画画本，专心地听老师讲起了
故事。面对记者的镜头，一向活
泼好动的党民政一下害羞了起
来，盯着自己的画画本很少说
话。

上午11点半，午饭时间到了。
党民政和其他10个孩子一起在小
餐厅就餐。每次到这个时候，孩子
们吃饭的速度都很缓慢。党民政
看了一眼饭菜，自己拿起勺子吃
起来。当护理阿姨还在给其他孩
子夹菜，催促大家快点吃饭时，他
已经吃下了大半碗。吃完后还骄
傲地冲阿姨摇了摇勺子，“都吃完
了，我是不是很厉害，嘿嘿。”

课间休息绊倒同学

自知理亏主动认错
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是上

课时间，中间每隔半个小时都会

有一次休息。党民政每每到这个
时候总是最活跃的，但调皮的他
还是没能安稳度过——— 他在和
小朋友的嬉戏时，不小心把同学
绊倒了，同学哇哇大哭起来。他
自认理亏，老师还没批评他，他
就主动承认错误了。

护理人员秦女士说，党民政
虽然略显调皮一些，但每次犯了
错误不等老师批评他，他就自己
哭起来了。

下午的功课结束了，党民政
跑出了教室，又恢复了他调皮的
本色。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介
绍，像党民政这样的孩子最后一
般都会被人领养。

小朋友对记者手中的笔很感兴趣。

今年6岁的党民政是日照市社会福利院的一
名儿童。2008年，他在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遗弃。
正值活泼好动的年龄，党民政在福利院很多护理
人员的眼里，是个既淘气又懂事的孩子。

5月29日，记者来到日照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
利中心，用镜头和笔记录了党民政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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