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数十万打工子
弟 中 ，王 霖 卓 是 个 幸 运
儿。9 月 1 日起，家门口的
一所公办校里，将会有一
张属于他的小课桌。

昨天，王霖卓接到了大
兴区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
的入学通知。

6 岁半的王霖卓，与父
亲已经有四年没有完整地
呆在一起了。2008 年，父
亲从老家河南来到北京经
商，王霖卓和母亲则留守
在家乡。

父子两地
面对父亲沉默寡言

两岁半那年，河南省长
葛市，火车驶离站台，直到
火车尾巴彻底消失，母亲
朱军红才恋恋不舍地抱着
王霖卓离开。自此，他的
生活里，父亲的身影逐
渐减少，只是每隔两三
个月，父亲王培亭才会
带着一堆玩具和好吃
的回家一趟。

刚 开 始 ，王 霖 卓
对于这个时不时带给
他玩具的“爸爸”没有
距离感。王培亭每次回
来，他都会扑到父亲怀里
讨要玩具。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对眼前的“父亲”
越来越陌生。4 岁那年，王
霖卓拒绝父亲跟他和母亲
睡在一张床上。

“孩子话也越来越少
了，有时我问他一个问题，
他没有任何反应。”王培亭
一开始以为儿子性格发生
了改变，但经过观察，他发
现儿子的沉默寡言只针对
他一人。在朱军红面前，
王霖卓仍旧是那个调皮捣
蛋的小男孩，时不时地依
偎在母亲怀里，问东问西。

王培亭想尽办法缩短
与儿子的距离，只要下班
就会给儿子打个长途电话，
虽然对于父亲的“问寒问
暖”，王霖卓只有一两句简
短的回复，但儿子不再那么
排斥父亲的亲近。“可是怎
么都不能跟他目前相提并
论。”王培亭苦笑着说，一
次，朱军红带王霖卓到北京
出差，朱军红开会的地方在
昌平，王培亭住的地方在大
兴区，为了让儿子与父亲增

进感情，晚上朱红军特意将
王 霖 卓 留 在 了 王 培 亭 住
处。“我半夜的时候听到抽
泣的声音，一看，他正捂着
被子哭鼻子呢。”

寻找学校
儿子坐飞机进京面试

感觉到不对劲的王培
亭琢磨着，要让儿子进京
读书。

今年 7 月 ，王 培 亭 开
始 留 意 家 附 近 的 几 所 学
校。“听邻居说，外地人进
公办校不太容易。”王培亭
听完，没敢贸然让儿子进
京，而是自己先一家一家
地打听。

王 培 亭 先
找到了一家公办小学，但
被告知错过了报名时间，
而且学校招收的非京籍学
生已经超过了预计目标。

随后，第二家公办校也
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王培
亭。“马上就要开学了，感
觉希望不大了。”8 月中旬，
眼看儿子上学的事情仍旧
没有头绪，王培亭赶紧让
妻子在老家为儿子找了一
所学校。

生活似乎这样继续下
去，王培亭一人在北京经
商，王霖卓则继续跟着母
亲在老家学习生活。

直到8月29日，王培亭
接到了大兴区瀛海镇第一中
心小学的通知，让他带着儿
子去面试。听到消息的王培
亭高兴坏了，立刻打电话给
老家的妻子。当晚 9 点 30
分，妻子朱军红带着王霖卓
连夜乘飞机赶往北京。

第一次坐飞机的王霖

卓兴奋异常，在机场里跑
来跑去，朱军红跟着儿子
到处穿梭，“他是因为以
后 能 跟 爸 爸 在 一 起 生 活
高兴。”

期待未来
也许今后能在京高考

8 月 30 日早上 7 点，睡
了不到 4 个小时的王霖卓
被父亲叫了起来，“一会儿
面试的时候，不要紧张，老
师问什么，大胆地回答。”
王 培 亭 反 复 地 叮 嘱 着 儿
子，王霖卓的小脸耷拉了
下来，对于父亲的话没有
任何回应。

“我知道孩子紧张，其
实我更紧张。”王培亭说。

在去学校的路上，王培
亭一遍又一遍让儿子用普

通话说自己的名字“我
叫王霖卓”。对于父亲
的做法，王霖卓本能
地抗拒。在父亲一遍
又一遍的催促下，实
在没办法，王霖卓才
勉强地小声重复着
自己的名字。

9 点钟，在父母的
陪伴下，王霖卓来到了

瀛海镇第 一 中 心 小 学 。
刚进校园，王霖卓就被眼
前的楼房、操场吸引了，

“ 我 喜 欢 这 个 地 方 ”，王
霖 卓 突 然 冒 出 了 这 么 一
句话。

学校面试的是语文和
数学，在答数学试卷的时
候，王霖卓嘴里念念叨叨
的，两只手全部用上算数。

“是喜欢家里的学校
还是这儿的啊？”王培亭问
儿子。

“喜欢这儿，这儿的教
室有门，墙上还有照片。”
拉着母亲朱军红的手，王
霖卓将学校的每个角落都
欣赏了一遍。

当天中午，王培亭接到
学校通知，9 月 1 日上午 8
点半到学校报到。

“真没想到，孩子能在
北京上学，而且是一所公办
校。”王培亭说，他希望儿子
能一直在北京上学，“也许
10 年之后，国家政策有调
整，没有地域限制，儿子也
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记者 杜丁

刚刚过去的暑假，对于
6 岁的妞子来说，既期盼又
有点担心，因为开学，她就
要上一年级了，“妈妈，上
学了我是不是就得做很多
作业，没时间玩了。”

而作为家长，妞子的妈
妈刘伊莉为孩子上学这事
的操心，却早在三年前就
开始了。

刘伊莉是内蒙古人，她
老公是东北人，虽然两人收
入不少，在北京有车有房，
但自从有了孩子，“北漂”的
感觉越发明显。“孩子一出
生就得考虑找幼儿园，到了
3 岁，就得考虑上小学的事
了。”刘伊莉说，根据北京的
政策，要想让孩子未来在一
个好学校就读，就得尽量住
在这个学区里，居住时间不
得少于一年。

妞子三岁的时候，夫妻
俩开始逢人便打听哪个学
校好，谁能帮忙把孩子办
进好学校。去年的一次饭
局上，好朋友的妻子答应，
将来可以帮忙“活动”到朝
阳实验小学。刘伊莉因此
激动了很久。“我那时就考
虑，在那学校附近租房
子。”

不过，现实很快
冲淡了这种想法。丈
夫在燕郊上班，不可
能每天大老远地往
返，妞子也不能从那
时就离开幼儿园，到
朝阳那边等待就学。

入学地点
四处托朋友选定通州

放弃了名校的诱惑，夫
妻俩开始更实际地在燕郊
和通州两地选择学校。

两人摆出利弊，一项一
项地比。在距离上，如果
在燕郊上小学，学校距离
丈夫单位近，方便就近接
送孩子。而在通州上学，
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因
为离家远，孩子的午饭和
接送都成了问题。

权衡的过程就是一种
排除法，直到去年年底，全
家一致决定，让妞子在通
州上学，而且要去最好的
学校。“倒计时了。”打定主
意开始，刘伊莉就没停止
过托人联系学校。

那段时间，只要能搭上
关系的朋友，刘伊莉就叫出
来吃饭。“朋友的朋友，朋友
的朋友的朋友，总有一个认
识的。”刘伊莉平时爱交朋
友，这关键时候，朋友的能力
发挥了作用，有朋友说可以
帮忙联系就读后南仓小学。

夫妻俩双职工，工作单
位半径大，刘伊莉的很多
朋友，都是这种情况。她
向过来人请教，有的家长
把孩子托给小饭桌，接送
和 午 晚 餐 都 由 小 饭 桌 负
责。于是，夫妻俩又踏上
了小饭桌考察之路。

一到周末，刘伊莉就在
后 南 仓 小 学 附 近 找 小 饭
桌 ，但 一 直 没 找 到 合 意
的。“主要是我老公，担心
很多，总觉得这家不干净，
那家不安全。”

孩子接送
几经周折决定老人来京

小饭桌计划搁浅，刘伊

莉又循着姐妹们的建议，
打起了雇保姆的主意。一
个多月，她去过很多家政
公司，见过几十个保姆。
刘 伊 莉 看 上 几 个 合 心 意
的，但又被老公否定了。

“现在想想，觉得老公
说的有道理，如果在孩子
启蒙阶段，身边照顾她的
人有不良习惯，很容易被
孩子学去，影响就是一辈
子。”刘伊莉说，她准备好
了辞去工作，在通州照顾
孩子。不过，少一个人工
作，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
下降。

一天晚饭后，夫妻俩又
一 起 谈 论 孩 子 接 送 的 问

题。结果，和以往一样，一
筹莫展。

丈夫坐在沙发上，沉默
了一会儿，低声说了一句

“能不能让咱妈他们来”。
刘伊莉的父母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已经 70 多岁，
从那么远来到北京常住，
她是有担心的。那一夜，
一项大大咧咧的刘伊莉没
有合眼，她翻来覆去地想
接父母来的可能性。

春节过后，老两口决定
来北京 照 顾 外 孙 女 。 对
此 ，刘 伊 莉 充 满 愧 疚 ，

“ 如 果 不 是 实 在 没 有 办
法 ，我 是 绝 对 不 会 把 父
母 找 来 的 。”刘 伊 莉 说 ，
她 考 虑 等 孩 子 一 年 级 以
后 习 惯 了 ，就 让 父 母 早
点回老家。

接到通知
为安全学校对面买房

今 年 5 月 ，刘 伊 莉 在
后南仓小学对面贷款买了
房子。“我买这个房子其实
也考虑孩子以后上下学有
个去处。”刘伊莉说，她在

通 州 的 家 距 离 学 校 还
有 五 、六 站 地 ，有 姥
姥 、姥 爷 接 送 还 放
心，如果以后孩子自
己 上 下 学 了 ，还 是
住在学校附近比较
安全。就在学校对
面，走过一条小路就
到，不用担心路上的

车多不安全。
终 于 ，一 切 准 备 妥

当。8 月份，妞子接到了后
南仓小学的录取通知。孩
子的姥姥、姥爷也来到北
京，提前适应生活。上周，
刘伊莉带着妞子上街，买了
新书包、铅笔盒、水壶。

见完学校老师，刘伊
莉 拉 着 女 儿 的 手 走 在 校
园里。

“妞子，你知道吗？为
了让你成为最棒的孩子，
妈妈费了很大劲儿才让你
上了这个学校，很多孩子
都想来这里。”

抬头看着妈妈，妞子天
真地眨着眼睛，“妈妈，那
是不是每个妈妈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是最棒的，那谁
才是最棒的呢？

新京报记者 郭超

“纠结，超级纠结。”望
着晴朗的天空，北漂创业
者刘刚无奈地叹了口气。

6 年 前 的 暑 假 ，刘 刚
（化名）将妻儿从山东德州
老家接到北京团聚，那一
年，女儿蔓蔓（化名）刚上
四年级；6 年后的暑假，刘
刚和妻子开车把孩子送回
山东德州老家，这一年，女
儿即将上高中。

今年，结束了 10 年
的租房史，刘刚在北京
大兴买了房。不过，
未来大部分时间，房
中少了蔓蔓的欢笑，
他们还要重新适应。

犹豫
走or留？这

是个问题

刘刚一家的户口都在
山东老家。女儿 9 岁那年，
转 来 北 京 上 学 。 升 初 中
时，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不
能参加电脑配位，刘刚托
人交了一笔择校费，把孩
子送到了海淀一所普通中
学。因为成绩突出，女儿
在分班测试后进入全年级
最好的班。

其实，自从女儿进入
初中以后，“留”还是“走”
就一直困扰着他们。初二
时，女儿班上两位外地借
读学生相继转走，刘刚就
与女儿讨论过这个话题。

“如果能留下，就尽量留
下。”蔓蔓这样表态。小小
年纪，她确实还不足够坚
强，可以抛开父母和伙伴，
到一个曾经熟悉如今却已
陌生的地方独自求学。

之后，刘刚一有空就
在网上与其他非京籍家长
交流心得，但却并没有找
到一个确定的方法。每一
种选择都有风险，对孩子
的伤害也在所难免，只是
时间早晚问题。

试探
两次中考两重天

纠结中，刘刚最终决
定让孩子在北京和山东德
州两地参加两次中考，等
成绩出来后，再做决定。

6 月上旬，在爷爷的陪
同下，蔓蔓先到山东参加

了那里的中考，顺便熟悉
当地的环境。

“怎么那么破。”蔓蔓
考试的地点是当地一所比
较知名的学校，但硬件条
件还是让她咋舌。“还是老
式的黑板，我们学校都用
上了白板，而且还有各种
电子设备。”

城 市 秩 序 也 让
蔓蔓感到难以适应，过去
每隔半年她就会随同父母
回德州一次，不过旅游和
长 期 停 留 的 感 觉 截 然 不
同。“公交车从来不报站，
电动车随便闯红灯。”

中考那天，蔓蔓发挥一
般，成绩并不理想。拖后腿
的主要是在北京中考不考
的科目：历史、地理、政治和
生物，这几科单科满分 50
分，但蔓蔓最高单科只考了
二十多分，还有一科只考了
十几分。而体育和生物实
验由于回乡太晚无法补考，
也只能记为零分。这样，蔓
蔓的山东中考总分 490 多
分，而成绩好的学生通常会
到640分左右。

从山东回来之后，女
儿立即投入了北京中考，
最终成绩虽然不及平时，
但总分也考到了510多分。

抉择
回乡决定像赌博

两地考试的差异，让
刘刚开始偏向于将孩子送
回老家。他开始更加积极
地在德州当地托人帮孩子
找学校。“尽管目前看来差
了一些，但我相信在好的
学习氛围带动下，孩子会
进步的。”

朝阳区一所外省引进

学校在得知 蔓 蔓 的 情 况
后 ，很 热 情 地 邀 请 她 去
就 读 。 不 过 ，刘 刚 还 是
谢绝了。

“当地联系的学校也
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否
则我也不会送她回去。”刘
刚说，在去留问题上，最终
是家长替孩子做了决定。

“至少以后不用再折
腾了”。在与非京籍家长

聊天时，很多家长会不约
而 同 地 提 到 这 句 话 。
女儿所在的初中班级，
共有 5 位外地借读学
生，其中 2 人在初二
就已回乡。

“回去的决定是
对还是错，我也不知
道，像是赌博。”

担忧
最怕孩子会早恋

德州距离北京，动车只
需 1 个多小时，来往还算方
便，刘刚和妻子准备以后常
去看看孩子。从来没有寄
宿过的蔓蔓，如今却要在异
乡独立面对一切。蔓蔓说，
她现在最担心的是到了新
学校跟不上进度。

不过在刘刚看来，孩子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与北
京相比，德州的课业负担会
成倍增加，在紧邻德州的河
北衡水，当地学校有一句知
名的标语：让学生学坏都没
有时间。在最近一次与女
儿的聊天中，刘刚再次重申
了自己对女儿的要求：身体
第一，学习第二。

当然，他和妻子还有
一个担心——早恋。“我最
怕的不是她谈恋爱，而是
怕她被恋爱冲昏头脑。”刘
刚说，离开父母的孤独以
及学习的压力，对于刚刚
独立生活的孩子而言是一
个巨大的考验，孩子能否
承受，他们心中完全没底。

昨日，刘刚一家踏上了
去往德州的路程。“我的孩
子已经回乡了，但我还是会
继续呼吁解决非本地户籍
人的本地高考问题。”刘刚
说，蔓蔓也许享受不到这个
政策，但他还是要为以后千
千万万的孩子呼吁，希望这
个问题早点解决。

新京报记者 王佳琳

留守儿童

公办校里有我一张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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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新生

三岁起父母开始选学校
来京借读生

离乡6载一朝别京路不平

王培亭：儿子从小在河南老家长大，不会说普通话，现在来了北京，真
担心他因为这个跟其他学生缺乏交流，产生自卑心理。

家 长 说

刘伊莉：我也担心9年以后孩子高考问题，回到户籍所在地天津，我没有亲人了，只能
陪读。谁知道呢，走一步看一步吧，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刘刚：我跟孩子反复说：身体第一，学习第二。山东的高中最多两
周休息一次，有时候甚至四周休息一次，我很担心孩子身体吃不消。

●7月份，王培亭先为儿子王霖卓找了一所位于亦庄的公办学校，对方告
知已经过了报名时间。
●王培亭又找到一所位于瀛海镇的公办学校，学校表示，已经接收了100
余名非京籍学生，没有名额了。
●因担心孩子无学可上，王培亭让妻子在家乡为儿子找了一所学校。
●8月底，王霖卓接到大兴区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录取通知，明日去报到。

【求学路】

●2011年计划去朝阳实验小学。
●放弃朝阳实验小学后在通州和燕郊的学校抉择。
●选定通州，托朋友找学校。
●寻找可以接送孩子的小饭桌。
●寻找保姆，最后决定由姥姥、姥爷来京带孩子。
●收到后南仓小学录取通知。

【求学路】

●2006年从山东德州来京就读。
●升初中时，托人交择校费，进入海淀一所普通中学。
●在“返乡读书”和“继续留京”之间徘徊。
●2012年6月回山东参加当地中考，而后，参加北京中考。
●在德州托人找学校。
●返回德州老家读书。

【求学路】

又
到开学季，对于很多人，
或许只是继续以往的生
活，但对于有些学生、有

些家长，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不管是无奈要回家乡就读，还是
为了一家团聚让孩子来京上学，
又或者只是想选择一所好的学
校，他们都经历了纠结、选择、失
望、希望，每一步都费尽心力。
不过，我们知道，在每个不同的
上学故事背后，有着的，却是家
长们一样的美好心愿。

人物：妞子
年龄：6岁
就读情况：今年开
学，在后南仓小学
就读一年级。

人物：蔓蔓（化名）
年龄：15岁
就读情况：9 岁从山
东来京读小学，今年
将回乡继续上高中

人物：王霖卓
年龄：6岁半
就读情况：留守儿
童8月30日来京，将
到瀛海镇第一中心
小学报到。

昨日，王霖卓在大兴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留影。王霖卓的父亲在北京经商，他和母
亲留在家乡。今年，6岁半的王霖卓来京，将在大兴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上学。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之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