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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家时
女儿扯着嗓子哭

40多平米的房子，客户想
要一个星期内干完基础装修，
酷夏不好找人干活，韩丙旺一
个人揽了下来。每天一大早，他
就从西郊村里的出租房，赶到
这里。

原本妻子经常跟韩丙旺一
起搭伙干装修，但小女儿到了
上幼儿园的年纪，妻子为了陪
伴孩子不再出来干活。孩子没
有当地户口，只能上私立幼儿
园。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
韩丙旺身上。

他只能不停地接活儿。好
在韩丙旺手艺好，很多客户都
找上门。即便在近40度的高温
天，韩丙旺也不休息。累了，他
就掏出手机，翻看着照片，然后
深深地叹气。

“我还有个大女儿，在老
家，今年10岁了，有时候觉得，
真的很对不起她。”韩丙旺靠在
门口，点上一根烟。

2007年，韩丙旺的大女儿
嘉嘉刚满1岁，韩丙旺背上包
袱，离开了家。那时候，他的老

家泗水县农村除了种地没有其
他的收入，母亲突然残疾，让韩
丙旺不得不出去找别的出路养
家。一年后，服装厂下岗的妻子
也来投奔他。嘉嘉成了一名留
守儿童。

韩丙旺离开家的时候，嘉
嘉扯着嗓子哭着不让他走。韩
丙旺的心像是被使劲揉搓着，
最后一咬牙，奔出了家门。

“开始她妈妈离开那几天，
孩子每天打电话让我们回去。
才两岁的小孩，听到我们声音
就哭，我们就说快了快了安慰
他，其实心里难受得不行了。”
韩丙旺尴尬地笑笑，又陷入了
沉默。

刚来到济南时，韩丙旺看
到跟老家天壤之别的环境和条
件，就下决心，一定把嘉嘉接过
来。韩丙旺夫妻给工地干外墙，
可没想到大半年过去，本来能
分得几千块钱，却被告知工头
卷钱跑了。

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了着
落，让韩丙旺急得在出租屋里
直跺脚。打那以后，韩丙旺开始
自己接室内装修的活儿，虽然
挣钱比工程少，但他无法承受
工头跑路带来的风险。

只要客户付了工钱，韩丙
旺留出基本生活费，立马将钱
寄回老家。“自己过得不好，也

不能让嘉嘉受委屈。”

不出去干活就没有钱
连孩子生活都难保证

几年下来，韩丙旺的情况
也慢慢好转，由于他手艺好，人
实诚，活儿越来越多。由于赶工
期，从早上6点，到第二天凌晨
四五点加班干活儿是常有的
事。有次赶工的时候，正好碰上
嘉嘉打电话，韩丙旺匆忙说“我
现在忙着，先不说了，有空再给
你打”，就挂了电话。

几天以后，韩丙旺静下来
了觉得特别愧疚。嘉嘉经常打
电话说想爸爸妈妈，问他们什
么时候能回来看看自己，韩丙
旺和妻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去年年底，韩丙旺接到嘉
嘉学校老师的电话，说嘉嘉的
手经常轻微颤抖。韩丙旺听了
一下子就蒙了，他想赶回去，可
是手头还有装修的活儿没干
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停滞下
来就意味着误了工期。

他连续三天加班到凌晨，
交工当天立马赶回家。去市里
检查，才知道嘉嘉得了心肌炎。

看着嘉嘉难受却不吵不
闹，韩丙旺心疼得不得了。在家
呆了一个多星期，嘉嘉病情好
转后，韩丙旺和妻子再次离开

了嘉嘉。“有什么办法？不出去，
就没有钱，孩子连生活都保证
不了，甚至没有钱，孩子都看不
了病。”

2013年，韩丙旺的小女儿
在济南降生。他一直把她带在
身边养大，他知道与女儿分离，
是什么样的滋味。

韩丙旺说，他准备成立一
个装饰公司，赚了钱买套房子，
把嘉嘉接到身边，不再让她离
开自己。

“可是很困难，现在手头存
款并不多，济南的房子又太贵
了。”他担心，如果买不到房子，
自己没有社保，小女儿上不了
学，会成为一个新的留守儿童。

雨水淹到大腿
也要回家看望孩子

被上学所困，无法团聚的
不仅是韩丙旺家。马小珍和丈
夫在山大路上一家饭店打工，
两岁的儿子带在身边，而10岁
的女儿上学后一直生活在老家
茌平。

马小珍的丈夫是一名厨
师，工作很忙，很少回老家。放
心不下家中的女儿，马小珍尽
量抽空回家看孩子。为了回老
家，她早晨不到五点就要起床，
有次下大雨，水都到大腿了，她

还是咬咬牙赶了回去。
“80后”冉树玲两年前来济

南创业，开起了金悦养老院。自
己当了院长后，她更加忙碌了，
吃住在养老院，一门心思都扑
在工作上，根本顾不上远在海
南的女儿。

冉树玲的女儿今年8岁了，
3岁前从没离开过妈妈，但就在
女儿3岁时，事业心重的冉树玲
和丈夫去北京工作后，便开始
了和女儿长期两地分居的生
活。由于养老行业的特殊性，越
到周末，冉树玲越忙。平时她要
24小时待命，老人的大事小事
她都要忙活。很多老人过年不
回家，她也好几年的春节都没
能回家。

“别人都说我过得潇洒，孩
子在老家有老人看着，其实其
中的心酸只有我自己知道。”冉
树玲说，女儿对爷爷奶奶的依
赖程度已经远超过她和丈夫。

“春节时公公陪女儿来济南，女
儿只和我睡了一晚上，就吵着
要和爷爷睡了。”

“我的朋友带孩子很累，也
常唠叨，但我听见他们孩子的
哭闹都很羡慕。”冉树玲也想过
把孩子接到济南来，但她自己
创业没有社保，夫妻俩户口都
不在济南，且养老院离市区很
远，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

留守儿童父母思子之痛：

听听见见别别人人家家孩孩子子哭哭闹闹都都很很羡羡慕慕

济南第13届青岛啤酒节昨晚闭幕

每每天天晚晚上上能能卖卖出出两两吨吨啤啤酒酒

本报济南7月30日讯（记者
刘飞跃） 7月15日开幕的济

南第13届青岛啤酒节，经过16天
的狂欢，30日晚在高新区国际会
展中心闭幕。错过这场狂欢盛宴
就要再等一年了。

30日下午的一场急雨赶走
了这几天的桑拿天，省城迎来
了难得的清凉夏夜。下午6点一
刻，记者在济南第13届青岛啤
酒节会场看到，虽然天色尚早，
但已有不少市民早早地来到这
里，点了烤串，喝起了啤酒。

因为天气凉爽，再加上是
周末，来喝啤酒的市民大多数
是家人、亲戚、朋友、同事以及
生意伙伴。他们都拼起了桌子，
阵势非常大，场面很是火爆。

“忙碌了一个周末，跟同事一起
来这里喝个酒，忘掉平时的一
些烦恼，好好放松一下！”来参

加啤酒节的赵先生说。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

济南第13届青岛啤酒节开幕
以来天天顾客爆满，每天客
流量在4000余人次，能卖2吨
啤酒。在兑酒区，常常都是排
着 长 长 的 队 伍 等 待 品 尝 美
酒。边看激情演出，边跟亲朋
好友谈笑风生，畅快的消夏
之夜就在啤酒和美食的陪伴
中尽兴度过。

除此之外，啤酒节的酒王争
霸赛也是重头戏。每天晚上，酒
王争霸赛都要进行两轮。第一轮

“吹得响亮”是个人吹瓶赛，第二
轮“一气呵成”则看一扎啤酒谁
喝得最快。

第十三届青岛啤酒节于今
晚闭幕，这里已成为市民解压娱
乐的消暑胜地，更是夏日泉城一
道不可缺少的风景线。

36度的高温天，韩丙旺后背已全部湿透。他随手擦了把汗，继续蹲在地上，把腻子粉兑水和在一起，爬上梯子，一把一把把抹在墙上。在
济南忙于生计，他已很久没见到留在老家的大女儿了。就连女儿得了心肌炎，他也没能立刻赶回去。他不是不想孩子，，而是有诸多无奈。韩
丙旺只是众多留守儿童父母中的一个，齐鲁晚报记者试图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苦涩心声。

自2008年以来，精酿啤酒已在中国各地区形成了一股趋势和
风潮。有别于市面上的工业化啤酒，精酿啤酒以工匠精神制作口味
精酿、风味各异的啤酒。济南第十三届青岛啤酒节现场的“精酿空
间”体验吧于7月15日随着啤酒节的开启正式亮相。

“我们这里卖的都是最新鲜的啤酒，晚上我们会把剩余的啤酒
都拉走，早上重新灌装新的，光精酿啤酒一晚上我们这里就能卖
200多扎！”“精酿空间”体验吧主办方工作人员说。

据记者了解，啤酒节期间，主办方还携银联为银联卡持卡人送
出了独家重磅优惠。使用支持银联云闪付的手机等移动设备，享
6 . 2元购原价30元的扎啤，每日限量200扎。使用银联IC卡闪付，享
16 . 2元购原价30元的扎啤，每日限量400扎。

青岛“智慧啤酒节”昨日正式开园纳客

千千台台机机器器人人共共舞舞，，破破世世界界纪纪录录
本报青岛7月30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王春华）
30日，1050台智能机器人在

青岛国际啤酒节黄岛主会场中
心舞台上共舞，其中1007台通
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打破
了之前540个智能机器人共舞
的纪录，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
界纪录。

30日，青岛国际啤酒节黄
岛主会场正式开园纳客。在这
届以“科技+欢乐”为主题的

“智慧啤酒节”上，1050台智能
机器人整齐划一地站在中心舞
台上，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跳
出各种舞步，每一个动作都整
齐划一。“此前，智能机器人共
舞的世界纪录是今年2月在深
圳创下的，一共540台。很多机
器人在表演过程中会因控制不
好而停止甚至摔倒，因此，我们
要求参加表演的机器人必须在
音乐响起后的表演中坚持一分
钟以上，倒下的或者停止的都

不算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官吴晓红说。

“控制一台机器人的技术
早已实现，可多台智能机器人
同步控制一直是个技术难题。”
参加表演的智能机器人研发企
业青岛高新机器人技术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的
智能机器人同步控制技术已走
在世界前列，该公司通过优化
控制技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
下，实现了无上限同步控制。

喝酿酒师才能尝到的青啤

而且还有多重优惠

30日下午，济南一场及时雨驱走了一天的暑气，晚上的啤酒节上座无虚席，人们围聚在璀璨的舞台前，尽情享

受晚风和扎啤带来的凉爽。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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