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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回家的时候他们能送我，开

学的时候可以把我送到学校。”

擦了又写，写了又擦，这是8岁的

张静如思考良久，对爸爸妈妈提出的

愿望。不是洋娃娃，也不是公主

裙，简单的一个愿望，是她反复思

考的结果。

在老家，他们是留守儿童；在

新的城市，他们又被称为飞来飞

去的“小候鸟”。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7月，宁波市流动人口为

517万，可以说，在如此庞大的外来

人口基数下，“小候鸟”家庭是宁波

不容忽视的存在。

他们，都有哪些心声？

织密路网打通“断头路”
市民出行更通达

城市交通是一项大系统，路网的
完善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今年，我市
要建成城市快速路4.1公里，续建13.3
公里；全市新增城市道路61.6公里，
提升城市路网密度；打通“断头路”共
9条，提高路网通达能力。

“路网增强，才能不断提升城市交
通承载力。”据市治堵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2011年我市首条高架快速路
（机场快速干道）建成以来，目前我市
已构建起主城区“口”字形快速路骨架
网络，实现闭环成网，到2022年底总
里程已达141公里。

十年间，我市主城区新增澄浪桥、
中兴大桥、三官堂大桥、新典桥、西洪
大桥5座过江通道，跨江通道总规模
达到了30座，长期困扰我市的跨江交
通瓶颈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城市道路
网络也不断完善，十年来主城区累计
新增城市道路（不含快速路）里程200
公里，市区“十三横十二纵”干道体系
全面形成。

同时，我市还不断提高道路承载
力。结合轨道、快速路高架建设，进行
主干道改造，如鄞县大道、盛莫路、翠
柏路、通途路等城市道路，通过改造迁
移绿化带、利用建筑后退空间，增加车
道，缓解城市拥堵。

路网的完善，大大提升了市民出
行的便捷度和幸福感。据市治堵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在坚持公交
优先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城市路网、停
车、慢行等交通子系统，让市民拥有公
交、小汽车、慢行等不同出行方式的自
由选择。

今年，全市要打通鄞州区天池路
（黄苏西路—锁岚路）、海曙区望童北
路（海曙外国语学校北侧路—姚江西
路）、北仑区太河路北延（海关-骆霞线）
等9条“断头路”，提高路网通达能力。

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的通畅也是
治堵工作的重要部分。今年，还要继续
推进非机动车示范路、城乡绿道建设，
服务慢行交通出行，新增路口慢行交
通一体化建设（非机动车、行人二次过
街）100处，建成李惠利医院地下通
道、兴宁路综合整治工程中兴路天桥、
三板桥街过街通道共3处立体过街设
施，方便市民出行。在人行道净化方
面，今年主城区按照每条道路长度不
小于2公里要求，完成解放路（永丰路
—灵桥路）、环城北路（翠柏路—清河
路）、前河南路（鄞县大道—鄞州大道）
等6条道路人行道净化行动，并完成

“最美上学路”“安全步行道”“菜市路”
“就医路”等项目15处。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汤林

■宁波治堵

市治堵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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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关爱“小候鸟”

写在“小候鸟”系列活动收官之际

来年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齐耳的短发，一双眼睛格外的
亮，瘦瘦小小的张静如看起来不像
一个已经8岁的小女孩。听到女儿
的愿望，妈妈刘学珍瞬间哽咽。

自出生起，张静如的爸爸就外
出打工，刘学珍则在家陪伴姐弟三
人。随着孩子不断长大，养家的成
本也越来越高。无奈之下，刘学珍
只好从河南周口来到宁波，在一家

服装厂开始了打工生涯。
刘学珍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离

开家的时候，女儿一直问“妈妈什
么时候回来”，她的心里不是滋味。
刘学珍知道，女儿可能要掰着指头
倒数日子。

“我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多陪我
一起出去玩。”父母与孩子、亲情与
温暖，一天又一天的陪伴才是共同

的期盼。
而“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小

候鸟”飞到身边，父母却迫于生计，
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精力来陪伴
孩子。从家乡到城市，没有小伙伴，
一些“小候鸟”依旧“留守”。7月
初，张静如早上5点就起床，坐上
大巴，一路朝着期待的地方靠近，
然而妈妈能陪自己的时间太少。

陪伴，共同的期盼

在海曙区古林镇道成服饰的
厂房里，机器轰鸣，流水线上的工
作人员拿起衣服，一件接着一件操
作。孩子们则聚集在工厂一角的房
子里，一玩就是一天。

车间主任王金凤的两个孩子
也在其中，来自安徽的两姐妹分别
叫做曾涵霜、曾涵雅。“在家里的时
候，我们就用妈妈买的智能学习机
打电话，一周打好几次。”姐妹俩一

个活泼，一个安静，但说起妈妈，她
们都有分享不完的话。

来到宁波后，由于爸爸长时间
驻扎工地，姐妹俩只能一早就跟着
妈妈到工厂，自己找地方到处玩一
玩，很多工友的孩子成了她们的新
伙伴。

“我们最想说的是，爸爸妈妈
辛苦了。”姐妹俩很懂事，跟着妈妈
工作了几天，在回家前将对父母说

不出的心里话留在了纸上。
都说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王

金凤也想把孩子留在身边，“我也想
过放弃老家的一切，卖掉房子就到
宁波了，可是家里还有老人，他们上
了年纪，都不能适应新的城市。”

一边是老人，一边是孩子，王
金凤夫妻俩只能选择最折中的办
法：在外打工几年，再回到老家陪
伴孩子。

平衡，难找的答案

两个月的团聚，如何让“小候
鸟”安全过暑假的同时过得更快
乐？成了很多爱心人士关注的问
题。

张钧鸿就是其中一位。十几年
前，张钧鸿经营的工厂外来务工人
员居多，于是在自己的公司找了一
块空间，暑假到来，员工的子女可
以在这里一起学习。

除了开设一些基础的课程外，
张钧鸿利用自己歌舞的专长开设
了舞蹈、表演、主持等兴趣班，还结
合宁波文化开设越剧班、甬剧班，

“他们当中有很多孩子，连艺术的
门槛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让他们

能融入宁波，爱上宁波的城市文
化。”

就这样，张钧鸿十几年如一日
地坚持，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只为
让“小候鸟”们能平安又充实地度
过假期。

●写在最后：
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自

2012年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
报系就在每年暑假组织开展关心
关爱“小候鸟”系列活动，以媒体的
力量，号召更多政府部门、机构、企
业、爱心人士加入进来。

我们欣喜地看到，2017年至今

的 7 年里，在宁波市文明办、宁波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共青团宁
波市委、宁波市关工委、宁波市慈
善总会的牵头下，关心关爱这些孩
子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今年的宁波市关爱“小候鸟”
系列活动已经结束，这段时间，“小
候鸟”们要陆陆续续回到老家，为
开学做准备。

来时小欢喜，去时小别离。
来年暑假，还会有很多“小候

鸟”来到宁波，想让他们与父母靠
得更近，过得更加充实快乐，我们
要做的还有很多。

记者 朱琳 袁先鸣 文/摄

融入，一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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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候鸟小候鸟””和宁波晚和宁波晚
报记者在一起报记者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