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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气

今天：多云转晴，22℃～32℃

明天：晴，23℃～33℃

（济南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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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平平安安回回家家，，这这比比啥啥都都强强””
三名出走的孩子两名已找到，另一名13岁女孩基本确定在济南

本报记者 吴金彪

一个孩子自己回了家

11岁的杰杰被民警找到

文文出走时，监控显示她被一位大
龄青年骑摩托车带走。22日晚上8点多，
她主动回到了家。文文的父亲高先生说，

“孩子不愿多说话，我们也没多问。”高先
生表示，现在孩子平安回来了，他们10天
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孩子能
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记者从高先生的话语里听出，文文
虽然回家了，可内心还是没有完全从外
面的世界“回家”，这也需要家长和社会
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13日中午，在丁家庄一个居民院的
二层楼房里，记者见到了出走两天刚刚
归来的11岁男孩杰杰，孩子精神状态不
错，跟记者扮了个鬼脸后，又继续玩他的
电脑了，调皮中透着可爱。孩子母亲孙女
士说，22日下午她接到泉城广场一名执
勤民警的电话，说孩子在文化走廊南头

“玩积木”。当她急急火火跑到那里时，孩
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拼装玩具，看到孩
子，孙女士既高兴又心疼，泪水止不住流
了下来。

孙女士说，孩子出去了两天两夜，衣
服和脸上都是汗渍，脏得不成样子。在谢
过民警后，孙女士将“浑身是土”的杰杰
领回了家，安顿下孩子已经11点多了。

最早发现孩子的民警付学俭说，22
日上午11点他们在泉城广场执勤，在文
化走廊南头发现一个小男孩，坐在地上
摆弄几个拼装玩具，身边还有三个塑料
袋，里面也装着玩具。“一开始以为是附
近孩子出来玩，也没有在意”。可是吃完
中午饭后，付学俭发现孩子还在那里玩。
孩子带的玩具估计值两三百元，问他是
谁给买的，孩子回答说自己刚买的。巧合
的是，这时候民警在买来的报纸上看到
了男孩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眼前的孩
子跟报纸上登的走失孩子一模一样。于
是民警就轮流哄着孩子玩，一直等到他
的母亲过来。”付学俭说。

至此，本报报道的三名失踪孩子已
有两人回家。另一名13岁的徐姓女孩虽
然还没有找到，但基本确定在济南境内。

“应该就在济南，不过一直躲着我们，不
愿回家。”孩子姨夫刘先生说。

专家分析：

打开心结，需更长的时间

省城中学老师侯先生说，十多岁
的孩子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攀比心理，
环境的因素比较重要，对孩子有决定
性影响的还是家庭环境，离家出走这
种极端案例在暑假期间多次上演，本
身就说明我们的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希
望孩子成绩一下子提上去，一个暑假
给 孩 子 报 四 五 个 班 ，孩 子 哪 里 受 得
了！”侯先生感慨地说。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会理事、山东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赵景欣认为，孩
子出走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比如家长
不让出去玩，报班太多让孩子厌烦等等，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对孩子的关心
不够，尤其是对孩子的“心灵”关心不够。
物质环境提高了，孩子饿不着了，但是许
多家长并不懂如何教育孩子，作为家长，
要好好反思。孩子的要求有时候很简单，
但是做父母的未必了解。

孩子回家后，可能跟父母还有一段
距离，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家长千
万不能去责怪孩子，这时需要找到孩子
的“心结”，慢慢做孩子的思想工作，让孩
子恢复自信、敞开心扉，这可能比找寻孩
子更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20日和22日，本报连续报道了3名十多岁孩子离家出走的消息后，引起读者广泛关注。23日，
记者了解到，其中两个孩子已经回家，女孩文文在出走10天后，于22日晚上自己回了家，11岁的男
孩杰杰22日晚在泉城广场文化走廊被找到。

本报记者 吴金彪

连日来省城接连有孩子离家出
走，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心。孩子，牵
挂着众多人的心。“我都不敢接电话
了，心老悬着，就怕孩子出点什么
事。”一位孩子家长告诉记者。

孩子出走，一家人的生活全都
“乱了套”。尤其是父母，吃不着，睡
不着，走遍大街小巷，只求能发现孩
子的一点线索。“工作可以不做，孩
子不能有半点闪失”。可想而知，孩
子出走了，家长承担了多大的精神
压力，采访中，多位家长表示，这种
找寻孩子的痛苦难以忍受。

既然如此，那么做家长的我们，
能否在出事前多关心一下孩子，避
免一些找寻的痛苦呢？

孩子出走的原因很多，贪玩、学
习压力大、不愿上辅导班、没有朋友、
受同龄人欺负等等，然而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那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不
够，缺乏心灵沟通。“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孩子出走，作为陪伴孩子成
长的家长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
子回家后，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家长
一定要懂得反思，而不是一句多了
解、多沟通就能敷衍过去。

孩子眼里的世界与大人不一
样，孩子心里想什么，要什么，忙忙
碌碌的家长可能并不知道，甚至“想
反了”。把大人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
孩子是不公平的，也是非理性的。

“我改了！”经历了孩子离家出走
之后，杰杰母亲孙女士感慨地说，原
来跟孩子说话、做游戏也不少，总以
为很懂孩子，但事实证明，自己还是
不了解孩子，“没有走到孩子心里去”。

这些离家出走的孩子，给了我
们一个警醒。我们也渴望，这样的找
寻孩子的报道能越来越少，家长也
能少些找寻的痛苦。

走近孩子

少些找寻的痛苦

记者手记
晚上一度打车回到家门口

11岁男孩出走后的两天两夜

走的那天，我说要上厕
所，其实有个想法。我早就
配了一把橱子的钥匙。那天
趁着妈妈睡觉，我拿着偷偷
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拿了钱下楼。路上还有邻居
跟我打招呼呢，可是他们不
知道我要去哪儿。

我上了大路，打了辆出
租，很快就到了洪楼的大超

市。那里面有很多我想要的
玩具，我买了一袋子拼装玩
具，还买了口香糖和牛肉
干。这些玩具家里没有，妈
妈也没有给我买过。

出门以后我就看到一
个用枪打气球的游戏，瞄准
了就可以打，“很好玩，我记
不清打了多少次”。天黑了，
我也玩累了，就在超市前面

吃饭的小桌上趴着睡。人越
来越少，可是我也没觉得害
怕，我在想，第二天去哪里
玩呢，想着想着后来就睡着
了……这两天妈妈老说天
热不让我出去，我偏要把好
玩的都玩一遍，好吃的都吃
过，好喝的都喝完。

不过外面也不好，不如
家里。两天了我都没吃过饭
(妈妈做的饭 )。那天半夜
了，我渴了，可是找不到卖
水的地方，后来在一个加油
站，我发现有灯、有水，就去
买了点吃的、喝的。当时有
个叔叔还过来问我，这么晚
了怎么还不回家，我就提着
塑料袋跑了。

没法洗澡、换衣服，我
想回家，晚上我打车到了家
门口。可是我又怕妈妈说
我，万一再不让我出门了
呢？我就又打车回到了洪楼
大超市，趴在超市门口的桌
子上睡觉。有时候睡不着，
就数星星。

第二天早上醒了，我去
书店看了会儿书，就打车去
了泉城广场。我坐在地上，
把买来的拼装玩具拿出来
玩，后来看到有警察叔叔过
来，我就跟他们一起玩，再
后来就看到了妈妈。

(本报记者吴金彪根据
孩子和孩子母亲叙述整理)

出走两天后，11岁的杰杰回到了家，正坐在电脑前看动画片。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回家后，11岁的杰杰
在电脑前向记者展示在外
面买的玩具。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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