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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列车”载留守儿童进京见父母
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帮助下，32名甘肃留守儿童来京；将游览北京景点，认识“山外面的世界”

新京报讯 昨日 17
时05分，载着32名留守儿
童的“幸福列车”从甘肃兰
州出发了。今天，他们将
到达北京，有的是看望在
北京打工的父母，有的是
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帮助孩子与父母团聚

“幸福列车”是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农民工
救助专项基金发起的第
一个大型公益活动，已经
持续三年。在每年的暑
假，从全国外出务工农民
工大省出发，选择与组织
符合参与标准的农民工
子女，到达父母工作所在
的城市，与父母相聚。

山里娃无法拥有和城
市孩子相同的视野。他们
的世界，只有简陋的教室，
山前的田垄。而他们的父
母，为了让孩子能继续上
学，只能外出打工，每年见
一次面都成为一种奢望。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介绍，今年“幸福列车”
公益活动的主题是“让梦
想走出大山”，带会宁县
的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
并通过开展科普艺术体
验课堂等活动，开拓孩子
的眼界。

经过当地助学公益组
织彩虹公益社的筛选，此次
乘坐“幸福列车”的共有32
名留守儿童，均来自会宁
县，最小9岁，最大14岁。

小姐妹两年未见父母

由于很多孩子是第
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出现
了晕车症状。为了缓解
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兰州
铁路局在火车上准备了
跳棋等娱乐工具。孩子们
慢 慢 适 应 后 ，开 始 聊 起
天。“北京是什么样？”11岁
的高金娥马上接嘴：“那一
定是人间天堂。”天安门城
楼是什么样？“是高得不能
再高的大厦。”她踮起脚
尖，用手比划着想象中的
天安门城楼有多高。她想
去北京看喷泉、看松鼠、看
大象，还要给留在家里的
弟弟带糖葫芦。

张锦锦、张锦霞姐妹
俩坐在车厢里，心却早已
飞到北京的爸妈身边，她
们已有两年未和父母见
面。不过，她们有些担心
家 里 还 没 收 完 的 高 粱。

“我们一走，姥姥姥爷忙
起 来 ，家 里 就 没 人 做 饭
了，不知道三妹和弟弟能
否按时吃上饭……”

今日，列车将抵达北
京，在未来的几天里，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将带
领孩子们参观天安门广
场、航天城等地。

会宁县杨崖集乡东阳
村，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西北小村庄。绕过一座座山
头，跨过一道道山沟，张锦锦
和张锦霞那个黄土堆筑的
家，就在这里。

姥爷韩振继已经 64 岁，
这位头发花白、满脸沟壑的
老人，将四个孩子拉扯大。
每个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他
们的父母就去北京打工，留
下两个老人，又种地又带
娃。“没有办法，女儿女婿不
去打工，没钱给娃读书。”

踩在凳子上为妹妹做饭

早在9岁时，还没有灶台
高的张锦锦，就踩在凳子上为
弟弟妹妹做饭。爸妈不在的
日子，姥姥姥爷农忙时，小小

的她就是弟妹们的“爸妈”。
“我非常想妈妈。”二妹

张锦霞边说边拉扯了一下腰
部有点肥大的黑裤子，将裤
腰带系紧，那是妈妈穿过的，
她很喜欢。张锦霞忍不住瘪
着嘴抱怨，每两年父母才回
来一次，每次回来只有四五
天时间，他们都抢着要和父
母睡觉，但总是轮不到她。

姐弟四人和父母的唯一
联系，只有那根电话线。他
们总是在守候，不管是那个
不知何时会打来的电话，还
是那不知何时会出现在门外
的熟悉身影。

能去看父母 笑容多了

从会宁到北京的距离，
在地图上，只有两个小巴掌

的距离。然而，这距离对于
姐弟四人来说难以跨越。

这次去北京的名额原本
只有一个，大家都说，让成绩
最好的大姐去。“为什么姐姐
能去我就不行。”二妹张锦霞
发了好大的脾气。后来，彩
虹公益社的老师说，可以增
加一个名额。姥爷赶紧跑到
田地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
割麦子的张锦霞。小姑娘一
高兴，只割了两把麦子就偷
偷溜回了家。自从知道能去
北京后，张锦霞变得特别爱
笑，上哪都是连跑带跳的。

“我也想去啊，不过我还
小，让姐姐去吧。”弟弟去年去
过北京了，大姐和二姐也马
上要去了，懂事的三妹韩军
霞低着头说，她只能在老家，
等着姐姐带回北京的消息。

临走前想干完农活

临去北京前两天，小姐
妹俩满身麦屑，在麦场里奔
忙。她们想在走之前帮姥姥
姥爷把麦子打完。

现下正是农忙，别家孩
子的父母，大多赶回来。但
在张锦锦家的麦场里，除了
老人便是孩子。小至 6岁的
弟弟，大到14岁的大姐，四姐
弟都在帮姥姥姥爷干农活。

“热啊，累死我了。”张锦
霞抹着脸上的汗冲进院子，手
捧着盆里的水“哗哗”洗了把
脸，咕咚灌下几口凉水，一屁
股坐在了地上。想着过两天
就能去北京了，这个 11岁的
小姑娘“噌”地一下又跳了起
来，一把抓起地上的帽子，“噔
噔噔”跑向了麦场。

“我抱过爸爸的腿不让
走，但没成功。”会宁县王家
湾小学 11 岁学生程乾鹏回
想起每次爸妈离开的那一
幕，眼睛慢慢红了，有泪水
在里面打转。再过一个月，
赶回来收麦子的爸妈又要离
开了，这一走，也许又是两
年。这个懂事的小男孩倔强
地仰起头忍住泪水，望向身
后墙上的那幅十字绣，久久
不说话。那是妈妈外出打工
时绣的，“人是漂泊的船，家
是温暖的岸”，这句绣出的
话语里，大大的“家”字格外

醒目。
“我妈妈说，今年不走

了。”看着程乾鹏落泪，同年
级的高金娥偷偷跟记者分享
了她的快乐，这个 11岁的小
姑娘说，只要妈妈不走，她
就很幸福。但高金娥的妈妈
转头偷偷告诉记者，等女儿
从北京回来，心情好点时再
跟女儿说，“农忙结束后，妈
妈还是要离开。”

门外的高金娥听到了，
噘着嘴质问妈妈，“你是不是
在骗我？”在妈妈的保证下，她
才笑着挎起篮子，喂牛去了。

跨越“两个巴掌的距离”
■ 个案

曾抱着爸爸的腿不让走

●张锦锦，14岁，张锦霞，
11岁。父母在北京打工。

●程乾鹏，11 岁。父母
在内蒙古乌海打工。

此次活动邀请的 32
名留守儿童均来自杨崖
集乡。据乡教育管理中
心主任梁自勇介绍，在杨
崖集乡，留守儿童数量达
到了 50%以上，这些孩子
的父母亲多以短期外出
打工为主，农忙时节会
回家。

记者走访发现，许多
孩子不希望父母离家打
工，也曾采取过很多办法
阻止父母离家，却最终不
得不面对现实。他们也懂
事地知道，父母外出是为
了给这个家挣些生活费。

部分留守儿童
性格孤僻

在这个被称为状元县
的会宁县，孩子们多希望
考出大山，因此学习会很
努力。但是，中华社会救
助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调研
报告中显示，尽管这些孩
子学习努力，但在学习、身
体、衣食等方面仍比父母
在家的孩子要差，生活也
很艰苦，部分孩子厌学，女
孩中学阶段辍学的较多。
男孩因为缺乏家庭教育，
较调皮。有些孩子甚至性
格孤僻。

“我来当老师的20天
里，他打哭了18个孩子。”
王家湾小学的暑期志愿
老师，对高金娥的弟弟高
利荣颇为头疼。这个戴
着厚厚镜片、有着高度近
视的小男孩，总是颇具攻
击性。这也让高利荣即将
去内蒙古打工的爸爸很担
心，他和妻子长期不在家，
老人也管不住孩子，“生
怕他在学校惹事。”

应关注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

“留守儿童的问题主
要在心理。”中国人民大
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
荣指出，留守儿童问题，
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及
更多社会力量的共同努
力来解决。

梁自勇主任介绍，考
虑到留守儿童较多，杨崖
集乡在每个学校设立了
留守之家，并设置一名心
理辅导师，丰富留守儿童
课余生活的同时，也关注
他们的心理问题。

杨崖集乡
留守儿童
超过一半

■ 背景

本版采写/新京报特
派甘肃会宁记者 王卡拉

本版摄影/新京报特
派甘肃会宁记者 吴江

昨日，甘肃兰州火车站，姐姐张锦锦（左）帮妹妹张锦霞（右）擦去额头的汗，她们将来京看望打工的父母。当日，来自甘肃
会宁县的32名留守儿童启程赴京。

提及长期离家的父母，11岁的留守儿童程乾鹏眼中泛着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