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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调查 周末版04C
今日泰山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阵痛
本报记者 周倩倩 李兆辉 王鹏

记者从共青团泰安市
委了解到，目前，泰安市父
母单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儿
童有 19327 人，父母双方外
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有 2262
人。

近几年，留守儿童问题
也受到了泰安各级政府部
门的关注，2011 年 1 月 17
日，共青团泰安市委、泰安
市民政局等单位联合启动
农村留守儿童“福彩公益亲
情连线”工程，通过免费给
全市 600 名农村留守儿童
每人发放面值 50 元的亲情
电话卡，架起亲情连线，6
月 11 日，泰安举行“希望工
程泰安认亲会”，来自全市
6 个县市区、泰山景区、市
高新区 87 个乡镇办事处的
90 名受救助学生与结对的
爱心妈妈见面，结成帮扶对
子，每人每年可获得 400 元
爱心救助；目前泰山区建起
10 个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活动站。

今年 10 岁的范明羽(化名)是
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人，现在在
镇上一所小学读 3 年级。小明羽
皮肤黑黑的，身材很瘦小，在班里
个头也最矮，看着一阵风就能吹
走的样子。别的小姑娘喜欢跳皮
筋、踢毽子，课间也总喜欢打闹嬉
戏，她却总躲得远远的。坐在座位
上装作在看书，但她说其实一个
字也看不进去。“我也想跟她们玩
儿，但是怕别人不喜欢我。”班里
有几个调皮的小男孩总喜欢揪明
羽的辫子，她每次都默默地忍着，
不敢告诉老师。

明羽的父母在她出生半年后
就外出打工了，父亲常年在日本
打工，母亲在青岛打工，由于家庭
经济条件有限，明羽很少跟父母
联系。父母的概念对于小明羽来
说，很模糊。明羽被寄养在叔叔
家，在明羽两岁的时候，叔叔的孩
子出生了，是个可爱的男孩。全家
人什么都没说，但是明羽渐渐感
觉到，自己就像别人家的小孩。弟
弟要的她从来不敢去抢，10 岁的
她竟已学会察言观色，从来不敢
在叔叔婶婶面前撒娇任性。

在和明羽聊天的过程中，记

者发现这个 10 岁的瘦弱小女孩
不像其他孩子那般活泼好动，问
一句答一句，眼睛也总是盯着别
的地方，时不时地低下头揉搓着
衣角。当问到她想不想妈妈时，小
明羽想了想说：“妈妈过节的时候
会回家看我，我有时候放假也会
被叔叔送去青岛找她。但是平时
也不想，看到别的同学有家长来
接，有妈妈疼的时候，我就想我的
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因
为爸爸身在日本，明羽长这么大
一共加起来只见过两次，父亲对
于她来说，只是个名词而已。

明羽的妈妈在电话中告诉记
者，对于孩子他们有很多亏欠，当
时家里的老人得了癌症，又出现
了别的变故，生明羽的时候全家
陷入了困境，欠了很多债，靠明羽
爸爸打零工根本没法指望还钱。
没办法，两个人狠心抛下了孩子，
一个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她则选
择近一点儿的青岛。“我现在要打
两份工，累是一方面，想孩子才是
我最大的心病。觉得对不起孩子，
见到孩子以后发现她根本不跟我
亲近，说实话，心理很难受。”明羽
妈妈说。

肥城一对双胞胎先后没了妈妈和
奶奶，爷爷又查出心脏病，爸爸外出打
工支撑家……一岁半的双胞胎无奈地
成为留守儿童中的一员。近年来，大量
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
儿童的数量日益增多。由于缺乏父母关

爱，形成了孤僻、自卑、叛逆的性格。作为最需要关注的特
殊儿童群体之一，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十年见过两次

“父亲”只是个名词

家住肥城市石横镇国华村的
方华(化名)从小失去母亲，父亲为
了能让小方华过得更幸福，在他 2
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青岛打工。奶
奶一直代行母亲的职责。

方华的奶奶谈到自己的孙子
就流眼泪，平静下来之后，老人家
告诉记者：“想想这孩子，也很可
怜，从小就没有母亲，他现在这
样，都怪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
让孩子吃一点苦，从来没让他干
一天农活和家务活，就是因为考
虑到他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又不

在身边，所以事事都不想让他受
到委屈。但这种做法，现在看来，
是惯坏了孩子。

据邻居介绍，方华小时候还算
听话，但 10 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
叛逆，而且不服管教。翻墙到别人
家偷东西、结伙打同岁的孩子等，
不应该在这个 12 岁的孩子身上发
生的恶行，都让他做遍了。最不像
话的是，方华经常因为不服奶奶的
管教，甚至殴打奶奶。“就在前几
天，把老人打晕了，差点没缓过
来。”邻居张女士说。

从小被溺爱

长大却打骂奶奶

母亲去世，父亲在外打工的肥城市国华村一岁半的王源坤只好由
邻居大妈代为照顾。 记者 赵苏炜 摄

全市近两万

留守儿童

20 日，家住泰安宁阳县东疏
镇大伯集村的刘海波 10 岁那年，
父母跟村里很多人一起踏上了南
下打工的行程。父母走的那天，一
大早收拾好东西就要去赶火车
了。刘海波回忆说，那天夜里他一
休没睡。从小倔强、要强的他不想
让爸妈看到自己的眼泪，表面上
强装男子汉，却偷偷在被窝里哭
了一夜。父母走之前，将海波的奶
奶接了过来照顾他，老人年纪快
七十了，对于海波的生活尽心尽
力的照顾，却不知道这个孩子每
天在想什么。

“自从父母走后，小海波就像
变了一个人，过去活泼的一个孩
子在学校里也没了往日的活力。
有时候就看着他静静地坐在操场
边上，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他越这
样，周围的同学越疏远他，久而久
之，海波俨然成了学校的独行
侠。”海波小学班主任回忆说。“孤
僻”成了周围人对海波评价。

提起父母，海波总是欲言又
止。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习惯
了”。习惯了没有父母照顾；习惯
了没有父母的家长会；习惯了生
病后只有奶奶在身边；习惯了什
么话都放在心里。“爸妈走了快十
年了，每年平均能见他们两次，暑
假、寒假爸妈便会把我接到宁波
去住一段时间。”海波说，“很奇
怪，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日
历上画圈，总盼着放假能去找爸
妈。但是过了几年以后，见到父母
以后有种陌生感，说话也总是客
客气气的。”

“过去小的时候不理解，父母
为什么那么狠心抛下我，不过长
大以后也能体谅他们了，为了这
个家为了我，他们也很不容易。这
些年，我什么委屈都能忍，别人有
的我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
取，因为是一个人，所以我想输给
别人。也许内心里面自己能成为
父母的骄傲吧。”海波说。

盼着去找爸妈

见面却觉陌生 泰山学院心理发展教
育中心主任、国家心理咨询
师陈淑萍称，由于缺失家长
的监护和照顾，留守儿童和
父母之前存在亲子关系疏
离。简单来说，很多孩子存
在心理亚健康。留守儿童最
大的问题还是性格、心理的
偏差，缺乏父母关爱往往会
造出他们内心、孤僻、自卑
甚至叛逆的性格。

陈淑萍表示，儿童时期
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所以，即使父母因为经济等
原因需要离开孩子到外地
打工，也要及时关注孩子的
身心健康，通过电话、网络
等方式与孩子多沟通，了解
其内心世界。学校建立留守
儿童的档案，对他们的心理
状况予以关注。通过塑造大
家庭氛围，满足孩子的精神
诉求。留守儿童急需社会的
关注，可以通过建立社区互
动机制，组织一些关爱留守
儿童的活动。

建立社区互动

关爱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