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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的抢修夜
8 月 23 日晚，上海地区的横沙

岛，正经受着台风“艾妮莎”的外围影
响。下了一夜大雨，24时，上海长兴
供电公司线路运检二组值班人员接
到线路接地，须立即巡视线路，查明
故障。故障线路红2民建线路长达
15千米，其中还有4千米线路在横
沙东滩围圩里。经过六个多小时巡
视，最终在8月24日清晨6时发现故
障点，直到7时，抢修完毕，线路一切
恢复正常。 （袁伟东）

暑假过后，怎给留守儿童
一个心灵中永驻的“家”？

新学年到了。河南临颍县吕庄村，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岁的任文落
还是没能见到在广州打工的爸爸和在郑州打工的妈妈。但整个假期，“糖果计划”公益组织发起人谢北
思带着孩子们为村庄的房子“上色”。“我们无法改变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状态，索性让孩子们专注一些
高兴的事情。”在屡屡被留守儿童生存困境的消息刺痛时，“谢北思”们通过一抹色彩，传达出社会的温
情。而对这个6000多万的庞大群体，仅仅关注是不够的。怎么给他们一个能在心灵中永驻的“家”？

据新华社电

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陕西泾阳县，当地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副主任孙宏建讲了件至今仍觉
得扎心的事。前不久，他带着50多
个留守孩子去江苏昆山见父母。近
在咫尺，却有一位家长以工作忙、走
不开为由，一直没见孩子。“那个孩子
非常伤心。”

当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孩子的时
候，家长——他们的第一监护人——
到底该怎么承担这个第一责任，讨论
得却并不充分。

“把孩子送过去了父母都不见，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孙宏建的困惑，
并非个案。记者在陕西、贵州、江西、
福建等地采访留守儿童状况时，屡屡
看到、听到类似故事。

“留守儿童是人们家庭观念缺失
的表现之一，但这个问题长期被忽
视。”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楼宇烈说。

新华网一份近千人填写的留守
儿童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关于“造成

‘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74%的人选
择“父母出于经济原因离开家乡”，选
择“随迁子女异地入学难”、“中小城镇
缺乏就业机会”、“户籍改革进程缓慢”
分别占60%、55%和50%，认为“父母缺
乏家庭观念”仅占21.6%。针对留守
儿童的“第一责任人”，58.2%的人认为
是“父母”，35%的人认为是“政府”。

“这背后有广泛认同的社会背
景，一些隐性问题不容回避。”楼宇烈
说，“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
养育子女的‘第一责任人’，觉得把孩
子给老人、亲戚、学校、政府来养是理
所应当的。这是留守儿童现象背后
需要重视的本源性问题之一。”

就像二代农民工和一代相比，出
现很多新特点。现在一些留守儿童

的父母，渐渐具有迥异于传统父母的
表现。

“劝也劝不回来。我年纪大了，
不知道还能带多久，以后娃儿可怎么
办啊。”陕西泾阳县桥底镇留守儿童
小雪（化名）的姥姥李康秀很发愁，

“娃的父母在新疆务工十几年，虽然
日子过得很一般，但已经习惯了当地
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也想
娃，但不会轻易回来。”

很多背井离乡的父母，最初都是
带着“挣钱养家”的原始冲动远离家
乡，但“游子忘归”，却不完全出于经
济考量。

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剧烈
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离乡离土、人口
迁移带来社会结构和内在机理的深
刻变化。反映在留守儿童家长身上，
就是过于专注物质追求、形成并习惯
新的人际交往圈子，某种程度上冲击
了基本家庭观念，带来生而不教、老
无所养等一系列问题。

“就像有些人认为给爸妈钱花就
是尽孝一样，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认
为寄钱回去，让孩子在老家住上更好
的房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就是尽到
父母责任。其实不然。”楼宇烈说。

留守儿童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
成长阶段，得不到切身的关爱，是成
长中无法弥补的重大缺憾。

亲情缺位，谁来补位？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教

育局团委书记祁翠琴每次看望完留
守儿童后，都感到深深的担忧。“这些
孩子明显早熟，不愿意和人交流，而
且心态复杂，有的甚至在私底下议论
谁看望时带来的钱和玩具多，以及钱
该怎么分。”她觉得这归因于家庭关
爱和教育的缺失，孩子们从小在患得
患失中成长。

亲情缺位，谁来补位？新华网调
查数据显示，80.5%的人不认为留守
儿童遭遇的亲情缺失能通过其他方
面的抚慰来弥补。

让父母和留守儿童在一起，当
然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美满的结
果。但受限于现实的各种原因，要
实现这一点，或许需要一段较长的
时间。

孩子的成长不能等待，我们现在
能为他们做什么？

在河南临颍县让孩子们用画笔
画家乡的谢北思，还会在课间打开

“小雨点”广播——由另一位公益人
士刘新宇制作的面向留守儿童的广
播节目。优美的音乐、成长的故事在
各个教室里回荡，孩子们在画画、做
手工之余驻足聆听。“我管这叫心灵
陪伴。”刘新宇说。

“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社区成立了
留守儿童活动室、关爱室，也开始有了
心理辅导老师，一些地方还有一对一
的‘爱心妈妈’。这些都是新尝试。”福
建省建宁县妇联主席虞美娥说，政府
近年来在政策和措施上大量向农村倾
斜，社会各界也做了不少努力。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代理家
长”代理不了亲情，只是实现形式
上的补位。但他们承认，这能起到
一定作用。

“如果孩子能得到所处环境的关
爱，就能弥补一部分亲情缺失。尽管
这比早期就满足他的亲情需求，要花
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儿童教育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说。

多方人士还建议，在现阶段，对
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监
护缺失等问题，政府应该在政策导向
和资金支持等方面，为外出父母与子
女亲情互动、对子女加强成长监护等
创造条件。

“外人怎么关爱
都像隔了层纱”

因为发生过 4 个留守儿童服农

药死亡事件，贵州省毕节市这两年因

留守儿童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在刚过去的暑假期间，留守儿童

关爱还存在哪些困难？记者针对这

些情况展开了蹲点采访。

“遥远”的父母
要联系上村里留守儿童恺恺的

爸爸夏某，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

黑泥井村村委会主任罗忠克费了不

少周折。在福建打工的夏某原来电

话停机，家里人几乎从没联系过。罗

忠克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了夏

某，劝说他回家来照顾2个儿子。

难以找到留守儿童父母的情况，

在毕节并不少见。6月9日七星关区

田坎乡服农药死亡的4名留守儿童，

其母亲外出多年杳无音讯，父亲打工

无固定手机号。当地政府几乎发动

了孩子家所有社会关系，千辛万苦才

找回了孩子的父母。

接到罗忠克的“劝返电话”，夏某

终于回家了。出门打工十几年，夏某

一共才回家 2 次。夏某坦言：“做个

尽职的父亲，自己还差得远。但在外

没挣到钱，不好意思回来。”

罗忠克说，这2个孩子是村里重

点关爱的留守儿童，“外人怎么关爱

都像隔了一层纱，只有想尽办法把娃

娃的爸爸动员回家。”

贵州省日前提出，要进一步强化

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责任，到2017年，

力争引导 20 万名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家庭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千方百

计提供就业岗位，坚决防止“生而不

养，养而不育”。

“繁忙”的政府
“我也很担心自己家的‘留守儿

童’和‘空巢老人’。”毕节市黔西县教

育局干部徐林“自嘲”地说。暑假以

来，徐林绝大部分工作都在进村入户

摸排留守儿童情况，根本无暇顾家。

关爱留守儿童，成为这个暑假毕

节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建档立卡、

劝返父母、生活照顾、心理辅导……毕

节的基层干部近期开展了一系列关爱

留守儿童工作。目前，无人监护的

3009名留守儿童，毕节市因地制宜、因

人而异采取了相关保护措施。除了劝

导父母一方回乡履行监护职责，由监

护人委托亲戚、邻居等实施监护以外，

政府还将部分事实孤儿就近送到“老

少共融之家”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进

行集中关怀。对父母暂时无力亲自监

护或委托监护人的，由乡村干部或教

师实施“一对一”帮扶临时监护。

毕节市市县两级财政通过压缩

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8%，设立了

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2013年至今

已达 1.7 亿多元。力争到 2016 年底

完成所有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建设，

实现所有在校留守儿童全部住宿。

到2017年，实现3岁以上留守幼儿全

部入园就读。

[关注毕节]

在江西高安大城镇大城村斜前老居，10岁的陈俊杰（左）和9岁的陈俊耀从家门口探出头来张望（左图），父母给
兄弟俩的礼物——一双轮滑鞋（右图）。兄弟俩的父母在浙江温州打工已经6年，每年只有过年回家。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