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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身边的留守儿童——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本报记者 刘冬刘佳美高凯沈磊尹春灵刘栓阳 文/图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新郑市各个单位、各种团体或个
人采取各种方式，举行各种活动表达对儿童的关爱。纯真的
笑脸、清澈的目光，孩子们让我们感受到童真的欢乐。在这
样的一个群体中，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更渴望得到关爱。

当他们还年幼，父母便远离家乡，到遥远的异乡打工谋
生。多少年来，他们只能从偶尔打来的电话中，从身边亲人
的口中，感知到父母的存在。这些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

今年，教育部联合全国妇联、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
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

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不断提高留守儿童
教育水平的要求，同时对加强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和法制安全教育做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

近日，记者深入新郑市各个乡
镇，与老师、留守儿童及其远在

异乡的父母近距离对话，
了解他们的现状，抒发

他 们 的 愿 望 。 呵 护
“留守的未来”，从一

点一滴开始！

记者感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留守
儿童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关爱，但是
这群成长路上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
最渴望的还是和父母在一起，尤其是
渴望和母亲待在一起。每次和父母团
聚后，留守儿童都担心父母再次离开
他们外出打工。

看到同龄人偎依在父母身边、看到
同龄人受到委屈有人倾诉、听到同龄人
高兴地叫着“爸爸、妈妈”，留守儿童除
了羡慕，心里还有无法掩饰的难过。假
如留守儿童的父母看到这样的情景，假
如他们想到乡村路上有这么一群孩子，
两眼充满希望地站在路边遥望着父母
打工的遥远城市，肯定会心酸。家长们
必须明白有一种爱别人是给予不了的，
有一种爱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父母对
孩子那份深沉的爱。但是迫于生活的
压力，有的家长不得不选择“背井离
乡”，忍受“骨肉分离”。也许父母很忙，
也许父母有不可言说的苦衷，但是不能
因此为借口忽略了爱的付出。用正确
的教育方法教育孩子，用适当的方式多
和孩子沟通，用恰当的字眼表扬孩子，
经常与孩子的监护人沟通，都将有助于
增进与孩子的感情。

今天的儿童都将是明天编织“中国
梦”的重要力量，今天的孩子的童年里都
将洒满阳光。不要因为孩子的生命中多
了“留守”两个字，就在成长中缺少阳光，
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母都应该共同努
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灿烂的“太阳”！

我们的未来会更好
5 月 24 日，恰逢周五。记者赶到新郑

市梨河镇七里堂完全小学时，豪豪（化名）
刚整理完书包准备回家。

10岁的豪豪读四年级，父亲是安徽人，
常年在外收废品，母亲时而在安徽婆家料
理家事，时而随丈夫外出，豪豪和 60 多岁
的姥姥生活在新郑市梨河镇三里岗村。

豪豪有点胆怯，站在校长牛红伟的背
后，拉着衣角。牛红伟介绍，豪豪是三年
级转过来的。刚来时印象最深的是豪豪
很少换衣服，一件破棉袄穿 5 天。一周下
来，身上常常散发出怪味儿，让他非常窘
迫。后来问他是否有困难时师生们才知
道，家人给他买的有新衣服，可豪豪怎么
找也找不到。

豪豪说，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已经记
不清楚了。有时三两天回来一次，有时个
把月。“过节的时候最开心，村里有几个好
伙伴，爸爸妈妈也在外面，我们在一起比
较爸爸妈妈买的新衣服，换着吃带回来的
糖果、饼干，看谁的好吃。”

尽管来到新学校才一年，他已经和同
学们打成了一片。在校期间，根本看不出
他和其他孩子有何不同，一起做游戏，一
起学习，一起回家。豪豪说，虽然其他小
朋友很喜欢放假，可他却不喜欢：“回家没
有同学一起玩耍，爸妈也不在家。”

牛红伟告诉记者，豪豪的作业本、书
包等学习用品都是学校发放的，中午在校
吃饭，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平日的衣服都
是老师们从自家孩子那里拿过来的。”

豪豪说，尽管父母不在身边，但他并
不埋怨。“父母外出打工，也是为我们日后
好。我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在学校里很
好，在家也很乖，我也有了自己的小伙
伴。老师们说，未来，我们的‘少年宫’会
建得更好，我们的未来也会更好。”

晴晴（化名），12 岁，就读
于新郑市八千乡梅河小学。
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平时晴晴
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这个
沉默寡言的女孩没有同龄人
该有的天真烂漫，一直抬头看
着对面的墙。记者寻着晴晴
的目光看去，墙上挂着一个破
旧的相框，但相框的玻璃却洁
净照人，显然是平时被人无数
次擦拭过。

记者指着一张发黄的照
片，问晴晴照片中抱着孩子的
男女是谁。晴晴眉头微微一
皱，没有说话，嘴角颤动了几
下，小声地说：“我爸、我妈，那
个是四岁的我。”还没等记者
开口，晴晴又指着其他几张照
片继续说：“这个是两岁的，这
个是五岁的，那是三岁的。”

“怎么都是些小时候的照片？”
记者问晴晴，她此时又恢复了
沉默。原来，从她记事起，父
母就开始每年外出打工，一年
能见上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晴晴的奶奶告诉记者，由
于与父母见面机会少，晴晴对
父母已经明显生疏了很多。
去年父母回来的时候，晴晴表
现得像个陌生人。但即便如
此，在记者问她，爸妈在家好
还是不在家好时，她还是说：

“在家好，在家就不用那么想
他们了。”说完眼睛已经涌出
了泪水，而在一旁的奶奶显得
很尴尬，奶奶清楚地知道，有
一种爱是她给不了的。

被问及“六一”节如何过，
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时，晴晴一
脸茫然地看着记者。在她记
忆里，从没有在“六一”收到礼
物的习惯。想了半天后，她
说，想要一部电话，随时随地
就能听到爸妈的声音了。

让关爱滋润心田
见到欣欣（化名），她正安静地坐在凳

子上。在陌生人面前她稍显紧张，一双大
眼睛清澈透明，她会认真回答每一个问
题，只有在提到父母时，会变得眼眶发红，
说话渐至哽咽。

欣欣11岁，是新郑市观音寺镇南场小
学的一名留守儿童。在她的记忆里，父母
常年在外地打工，打自己记事起，就不怎
么见到自己的父母。每年只是在过年的
时候他们才回来，所以寒假是她最盼望的
日子，不仅有新衣服穿，更重要的是可以
见到爸爸妈妈，那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像欣欣这样的孩子，南场小学共有十
多个，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这个称呼
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对“留守”却
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该校少先大队辅导
员张聪芳告诉记者：“这些孩子的父母都
是常年在外打工，平时和孩子聚少离多，
他们最缺少的就是父母的关爱，不管是社
会还是学校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关
怀、关注，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在该校，
记者看到专门设立有心理咨询室、亲情活
动室、文体活动室供孩子们使用，课余时
间，他们可以到这里看电视、看书、上网。

张聪芳老师还告诉记者，在学校组织
的各种活动中，老师都会关注这些孩子
们，让他们知道，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
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爱护，自己并不
孤单。不仅如此，新郑市一些高校、志愿
者、社会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纷纷献出爱
心，利用适当时间去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
开展活动，让孩子们感受爱的温暖。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地方经济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这样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该校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该校有30多个留守
儿童，今年只有十多个。

快点长大
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14 岁的小辉（化名）是新郑市孟庄镇二初中八年
级的学生，记者在村子里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正跟几
个伙伴玩耍的他，脸上还挂着几道伤痕。

记者问他多久没见父母时，他说记不清了，记者又
问上次跟父母一起过春节是什么时候，他还是摇摇头，
他说已经记不清父母有几个春节没有回来了，春节对
他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记者问他是否还记得父
母第一次离开时的情景，小辉回答：“记得，他们在村头
坐上车，我就追着车在后面边跑边哭，爷爷奶奶和姐姐
都拉不住我。”记者又问：“他们在外面打工，你担心他
们吗？”“担心，担心他们在外面吵架。”小辉看上去很淘
气，但说起话来让人感到内心的成熟。

指着小辉脸上的伤痕，记者问他：“平时有别的孩
子欺负你吗？”小辉沉默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个名字，记
者问他被欺负后跟谁说，“谁也不说，找个没人的地方
哭一会儿就好了，要是爸妈在家，他就不敢欺负我了。”
说着小辉委屈地哭了起来，看着让人揪心。

虽然很羡慕别人的爸妈都在身边，但小辉知道他
们要挣钱养家。“为了养家，为了让我们读书，爸妈在外
面很辛苦。我想快点长大，能够挣钱了，让爸妈过上好
日子。”小辉很懂事地说。

只盼孩子在家平安健康
和大多农村青年一样，新郑市龙王乡的李志伟夫

妻为了更好地生活，选择了南下“淘金”。两天前，两口
子“破例”回了趟家。

这次回家，是在李志伟计划外的，平常只有春节才
回家团聚一次，一来没有时间，二来也是为了省钱。“这
次回来主要是咨询一下孩子上学的事儿，看看都需要
啥证件、啥条件。要是少啥缺啥得赶紧想法儿。”原来，
李志伟的孩子过完暑假就要升小学了。

2006年，孩子的出生为小两口的生活增添了不少
快乐，然而烦恼也接踵而至。两人在外起早贪黑地工
作，根本无暇照顾。无奈，只得忍痛把孩子送回新郑，
丢给父母照看。

转眼，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
的教育，小两口东拼西凑在新郑市区靠近学校的一居
委会买了间不大的房子，把老人和孩子接了过去。

没带孩子出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读书。夫妻
俩试过在外地给孩子找学校。可一问吓一跳。由于他
们没有当地的户口，孩子读公办学校要交赞助费。“听
老乡说，托人一年还要一两万，不托人都进不去。”李志
伟摇着头，“不吃不喝，把我们俩工资全用上，勉强够。”

尽管孩子有父母照顾，两口子也放心不下，特别是
李志伟的老婆，没有一日不念叨。李志伟的父母快70
岁了，父亲行动不便，多数时间需要伺候。再带个孩
子，终究还是吃力。“别说功课，就是管，也不大管得
住。我们两口子，做梦都梦见孩子在身边。”李志伟无
奈地说。

说到对未来的期望，李志伟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最希望的当然是孩子在家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
们多苦多累都没关系。”记者告诉他，如今新郑不仅实
施了12年免费教育，各个学校还加强了对留守孩子的
心理和安全教育，李志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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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前夕，新郑市城关乡周庄小学的留守儿童晒出自己的愿望。

①有音乐相伴，孩子们不再孤独。

②孩子们欢庆“六一”儿童节的到来。

③学校辅导员给孩子们讲解少先队的故事。

④图书馆是留守孩子的精神家园。

写日记成为倾诉对
父母思念的方式。

在留守儿童之家，老师与孩子们一起下跳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