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 完 了 春 节 ， 结 束 了 寒

假 ， 迎 来 了 新 学 期 ， 一 些 孩 子

却 再 次 面 临 和 父 母 长 达 数 月 甚

至一年的别离。

这些孩子是在农村和老人为

伴的“留守儿童”，也是在假期

去 寻 找 父 母 的 “ 小 候 鸟 ”。 现

在 ， 他 们 面 临 着 怎 样 的 困 境 ？

又 需 要 怎 样 的 帮 助 ？ 记 者 跟 着

本 土 公 益 组 织 一 起 走 近 这 个 群

体，倾听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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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宁海一市镇一隅的东岙
小学，有些“垂垂老矣”：一个操
场，几幢教学楼，每个班只剩下
十来个学生。个子不高的葛东旵
是这里的校长，27 年时间，见证
了这个曾经凭借纺织业而人丁兴
旺的村子一点点走向冷清。

“那个小男孩，就是程程。”
顺着校长的指引，我们看到一个
坐在窗边的小男孩，11 岁，皮肤
黝黑，眼神中透露着忧郁和倔
强。程程的爸爸常常出入看守所，
妈妈已改嫁，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
大。“小朋友很聪明，但不肯好好学
习。祖辈基本上就管吃饱穿暖，但
不注意教育方法，常常一生气就
棍棒相加。”葛东旵说。

2017 年，一个儿童电影剧组
挑选演员，一眼看中了在操场闲
荡的程程。随后，程程成了这部
去年上映的电影中懂事伶俐的主
人公，也得到了剧组工作人员的
好评。“本想着他回校后发愤图
强，但是学校红榜也贴了，大会
小会也表扬了，孩子却还是老样
子，好像一点都没有变化。”说到
这里，葛东旵的脸上写满了可惜。

在这个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古
村落，孩子们一代一代地出生、
入校、学习，又一届一届地毕
业、成家、离开。随着村里的棉
纺厂一家又一家地关闭，在家务
农赚不到钱的父母选择外出打
工，更多的孩子只能依靠祖辈留
守在小小的山村。

一头齐耳短发的叶凝静是一
市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去年她对
该校四五年级学生进行统计，发
现每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
留守儿童。“虽说小学阶段的孩
子大多天真烂漫，但每次到了学

校开家长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
会特别想念父母，眼泪啪嗒啪嗒
地掉。”

“很多留守孩子渐渐习惯了没
有父母在身边的生活，但在潜意
识中他们还是会有比较强烈的情
绪表达。”冯静聪是宁昌幼儿园项
目负责人，也是宁海家庭教育讲
师团成员，去年她所在的团队承
接了宁海县妇联关爱留守儿童的
公益项目。

在长街中心小学，他们邀请
了心理辅导专家给留守儿童上心
理健康课程。课程的最后，老师
让每个孩子在小纸条上写上自己
的心得。“面对困难怎么办？”“我
的好办法是什么？”——就是这样
简单的小问题，孩子们的回答却
让冯静聪倍感心酸。

“可以自己解决，大事让老师
解决，让朋友帮我解决。”“向老
师、朋友求救，自己试着动脑子
解决。”……在一张一张笔迹工整
的纸上，孩子们书写的解决困难

“好办法”里，几乎找不到父母的
痕迹。

还有一些孩子，在角落用小
小的字，或者用拼音写下了自己
的疑惑：“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
没有父母，成了孤儿怎么办？”

“万一周围没有人，应该大声呼救
吗？”“如果周边的人不肯帮助
我，我该怎么办呢？”“找父母的
时候，父母不在家解决不了，怎
么办？”……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是
这样的问题和答案，因为我们在
课程中并没有专门提到关于父母
的话题。可见，父母是这些孩子
们心中的那根刺，隐隐作痛。”冯
静聪说。

习惯 没有父母的生活

留守儿童，是一个特定历史
时期形成的社会问题。

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说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
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
在农村、山区、海岛等地，依然
有不少中青年劳动力为了改善生
活长年在外务工经商，不少老
人、妇女、儿童留守在农村。据
统计，我市现有困境儿童 3885
人，其中留守儿童1052人。

去年下半年，留守儿童较为
集中的宁海依托教育系统和妇联

组织，对 18个乡镇街道的留守儿
童进行了排摸调查，发现小学阶段
的留守儿童比例最高，为 72.6%，
中学阶段占比 21.4%，幼儿阶段最
少仅占 5%，留守儿童男童比女童
占比高出 18.5%；孩子的主要监管
人群是 50 岁至 70 岁的祖辈，祖

（外） 父母监护占比81%；父母和
孩子经常联系的只占 42.2%，而
偶尔或很少联系的高达57.7%。

“一开始我们以为留守儿童最
大的缺位是在物质上，但实地走
访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是在情感

缺少 不是物质而是关爱

如何给予这个特殊的群体更
好地关爱？这是社会各界人士想
得最多的问题。

丰富活动载体带孩子们去看
看更大的世界，邀请专业力量为
孩子们带来心理健康和学业辅
导，统筹社会力量架起孩子和家
长之间的沟通桥梁……就在上
周，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妇联、市志愿者协会共同启动

“我们在一起”宁波志愿者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专项行动，为留守儿
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常态化、接力
式的服务。

品 学 兼 优 的 飞 飞 今 年 三 年
级，原本是个内向自卑的小姑
娘 。 4 年 前 ， 父 亲 患 尿 毒 症 去
世，家里欠下几十万元的债款，
奶奶因此患上抑郁症，爷爷则在
外出打零工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母亲长期在外打工补贴家用。

当地妇联组织发现这一情况
后，多次深入其家庭进行陪伴关
怀，一方面帮助飞飞奶奶疏导内
心抑郁，希望她早日走出悲痛；
另一方面了解到飞飞有画画天赋
后，对接四季画廊老师免费辅
导，帮助建立其学习信心。现
在，飞飞变得更加开朗，在学校
的成绩和表现也越来越好。

“能够在自己的家乡成长，未
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希望大家
能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观察生
活，和自然对话，在这个过程中
汲取自己成长的力量。”年前，儿
童文学作家雪野专门为留守儿童
上了一堂名为“聆听花的故事”
的课程，也为这些孩子带去了文

学的启蒙和熏陶。原本耷拉着脑
袋的小朋友一下子抬起了头，眼
睛里亮晶晶的。

同为“太阳花 你我他”关
爱留守儿童公益项目的成员、宁昌
幼儿园园长严建敏表示，“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关爱保护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

“不是去给这些孩子‘贴标签’，
而是由家庭、学校、社区、社团
共同参与，为他们提供家庭以外
的一对一式的特殊关怀指导。”

叶凝静也表示，对于农村留
守儿童来说，更多缺少的是见到
更大世界的机会。和城市孩子相
比，他们大多是捆绑在小小的农
村和祖辈们生活在一起，希望社
会层面多组织一些活动，帮助这
些孩子多开眼界，点燃希望。

目前，宁海妇联系统正在为
这些留守儿童找到结对的“爱心
家庭”“爱心妈妈”，开展日常学
业上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同时鼓
励其父母采用肯定、支持、鼓励
的管教方式，多和孩子们进行交
流沟通，弥补家庭教育缺失对其
子女造成的不良影响。

“当然，社会力量没有办法全
部替代父母。我们也希望通过乡
村振兴，能够让更多留守儿童不
再‘留守’，‘空心村’不再‘空
心’，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找到就
业机会，在孩子的成长中不再缺
位。”宁海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
任徐海芳说。近年来，当地正通
过发展来料加工点、推动乡村文
化和旅游资源结合等方式，让产
业和人才回流，让更多家庭可以
团聚。

帮扶 需要个案化常态化

记者 黄合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攀

填补那份““““““““““““““““““““““““““““““““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缺位的爱””””””””””””””””””””””””””””””””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

上。由于其家庭的不完整性、缺
乏父母的亲情感染以及现有社会
体系对他们的关照不多，他们的
这种依恋性情感很难得到满足，
同时也影响了其学习行为和学习
习惯。”冯静聪说。

据统计，受访的留守儿童中
63.9%的孩子认为需要心理方面的
关注，包括心理抚慰、学习心理
障碍、无法调适自己的情绪等。
学校老师和监护人也表示，如果
这些孩子出现学习问题，祖辈带
养人大都无力解决，学校老师又
不能及时给予帮助，最终这些孩
子要么逃避问题，要么自己在手
机上查阅，学习质量大打折扣。

儿童心理专家曾表示，由于
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成长发育的
关键时期，远离父母的他们，既
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
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又无法
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关爱和呵
护，更难找到称职的可以替代父

母的监护人，这使得他们对一些
似是而非的社会现象很容易产生
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容易出现
精神空虚、行为失范等情况。

“虽说留守儿童和失足青少年
之间并不存在特定关联，但哪怕
只有一次、只有一人，也可能对
社会带来潜在的危害。”一市镇妇
联专职副主席李海丹说，曾有一
名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关爱管
教，到了初中想在网上做微商，
但开店进货需要本金，就做起了
小偷小摸的事，幸亏被学校老师
及时发现进行了正面引导。

不少关注失足青少年的社会
关护组织也表示，一些案例中的
孩子就是因为从小缺乏家庭关爱
教育，到了青少年时期希望得到
所谓“朋友”的认同，开始加入
一些不良团体做一些违法犯罪的
事情，直到覆水难收。“来自社会
和他人的关爱，对于这些孩子来
说特别重要。”

2017 年 4 月，宁波下发 《关
于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
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全
市留守儿童保护关爱制度体系更
加健全，留守儿童成长环境更为
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数量明显
减少，全社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
的良好氛围形成。

《意见》 强调，家庭、政府、
学校各尽其责，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体系全面建立；强制报告、应

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
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有效运
行，侵害留守儿童权益的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其中，要建立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体系，通过落实家
庭主体责任，强化政府主导作
用，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注重发
挥群团优势，引导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让全市留守儿童保护关爱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黄合）

为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建长效机制

宁波志愿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本版图片由受采访对象提供）

“太阳花 你我他”公益活动现场。

“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
父母，成了孤儿怎么办？”“万一
周围没有人，应该大声呼救吗？”

“如果周边的人不肯帮助我，我该
怎么办呢？”留守在农村的孩子们
的问题让人看了倍感心酸，也让
人们看到一颗颗渴望陪伴的孤独
心灵。

这些年来，留守儿童问题一
直受到各方的关注。农民走出农
村到城市打工，获得了比以前更
高的收入，也推动了城市经济发
展，与之相伴的是“留守儿童”

“空心村”等问题的出现。对外出
打工的父母来说，一边要肩负起
家庭的责任，一边要面对孩子期
盼的眼神，的确很难兼顾；而年
老体弱的留守老人，因为身体、
文化知识方面的问题，很难承担

起全方位教育孩子的职责，能保
证孩子吃饱穿暖已经很不错了。

宁 波 虽 然 是 个 经 济 发 达 地
区，但在农村、山区、海岛等
地，依然有不少留守儿童。每一
个儿童都是祖国的花朵。在现实的
背景下，需要用社会大家庭的力
量，关爱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为
留守儿童搭建情感沟通的渠道，给
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还他们一个
美好的童年。所以，我们要感谢
那些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公益组
织，感谢所有为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作出努力的社会各界。

让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充满
阳光，让祖国的每一朵“花儿”
在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中尽情绽
放，既是为人父母的义务，也是
我们共同的责任。 （李国民）

让祖国的每一朵“花儿”
都能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韩立萍韩立萍 制图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