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爷爷闹情绪后的第二个
周末，龙浩决定再也不回那个没
有父母的家。

3月14日，周五，放学后，他
向老师借了20元钱， 要去广西
“跨省寻父”。

天色已晚，龙浩准备在同学
家借宿一晚，第二天出发。

同学母亲得知龙浩的来意，
以家里没多余的床为由婉拒他
的借宿。“同学的床睡下三人都
没问题，执意留下会让他为难。”
无奈，龙浩在网吧呆了一晚。

清晨，怕钱不够、没吃早餐
的龙浩，在陇城镇踏上南下的汽
车。经广西桂林换乘面包车前往
三江县。15日15时， 距三江县城
20多公里的斗江镇沙宜村，因车
费不够，龙浩被面包车主勒令下
车。

起身下车的龙浩，捡起了车
厢地板上的两元钱，车主一把拉
住他，大喊：小偷。把他扭送进了
派出所。

见到龙浩时， 身材矮小、皮
肤黝黑、 双眼深陷在两个眼窝
中， 只穿着满是油渍的单衣。接
警的杨警官事后证明了孩子的
清白，而之前，他问了很久，孩子
始终低着头，瑟瑟发抖，一声不
吭。

不久，龙浩的父亲龙能冲进
派出所， 心疼地把他搂在怀里。
“暖暖的，饿与怕都不重要了，只
要爸爸能和自己在一起，再多委
屈都没关系。”龙浩说。

“我6岁的时候，父母到广东打
工，爷爷奶奶不识字，学习中遇到
难题也没人辅导我。” 读小学的王
海（化名）对记者说。

“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上
学，因为有很多小伙伴可以跟我一
起玩。 回到家里又是空荡荡的，连
一个亲人都没有。”说话时张亮（化
名）抹着泪水。他告诉记者，父母外
出打工，自己是由邻居照看的。

王海和张亮生活在通道独坡
乡守冲村， 他们都是留守儿童。虽
然在同一个村，也都才上小学二年
级，但是两个小伙伴分散在同村的
两个不同的教学点，相距一公里。

通道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委员
会”主任关永睦告诉记者，守冲村
的两个教学点分别承担着近四十
名小学一、 二年级学生的教学。两
所教学点的所有课程，由一名临近
退休年龄的老师承担，每天每个教
学点轮流上半天课。

“因为房子又小又旧， 四十个
孩子没办法放在一起上课。并且这
里只有一个老师， 语文、 数学、音
乐、 美术和体育等都由他包干。真
的希望有爱心人士能改善这里的
办学条件，这些留守儿童能坐到一
起上课。”关永睦说。

【跨省寻父】
“能和爸爸在一起，
再多委屈都没关系”

【孤独伙伴】
最开心的事是上学有很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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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寻父的孩子，偷偷流泪的日记
通道14岁孩子跨省寻父幕后：当地部分学区留守儿童比例近九成

这些天，正在上初二的龙浩（化名）上课常走神，眼睛望着窗外的天空。五一假临近，他又想父母了。一
个多月前，这个思念父母、14岁的倔强孩子，在被爷爷批评后，背上装着衣服的书包，借了20块钱，从老家
湖南通道“出逃”，前往广西三江寻找打工的父母。最终，在离三江县城20公里处，这个已一天没有吃饭睡
觉的孩子，被当成小偷扭送进了派出所。

寻父“失败”的委屈之后，也有幸福：在广西三江县斗江镇派出所里，孩子见到了父亲龙能。
龙浩肯定不是通道唯一“出走寻亲”的孩子。记者调查发现，在当地学区，留守儿童比例高达87%。这

意味着，在这里，10个孩子里，几乎有9个难见父母。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向星如

上周回家就听说他
们又要出去的消息，当时
我有点生气，为什么我刚
到家就听到我最害怕，最
不愿提起的事情。所以我
上周末过得很不开心。

他们还没有出去时，
我总是有点不想来学校，
因为一家人都在家真的
很开心，但上个星期在学
校时，我真不想回家。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
都出去了，我不喜欢回家
后房门紧锁着，家里空荡
荡的。我讨厌那种感觉。
———摘自两留守学生日记

舍不得！
分别时她偷偷哭了
不喜欢！
回去后空荡荡的家

昨晚妈妈说要去浙江
打工，问我同不同意！她那
句话说出口， 我的鼻子就
酸起来了，我是不同意，他
们都好几年没出去了。

好舍不得啊！ 我忍不
住掉眼泪，不过她没看见！
好心酸啊！ 同学的爸爸妈
妈也要出去了！ 她在窗帘
后哭了很久，如果换是我！
恐怕比她哭得更难受！

龙浩一直跟着爷爷奶奶
生活，“出逃” 起因于此前爷
爷的责怪和误会。

3月8日，星期六，晚上十
点， 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万
籁俱寂。爷爷龙兵在堂屋，龙
浩出门上厕所。 近一个小时
后，龙浩仍然未归。担心着孙
子安全， 龙兵大声呼喊没得
到应答， 便叫醒隔壁村民逐
户寻找，却一无所获。

等龙兵回到家， 龙浩也
刚走进家门。 气头上的龙兵
上前就给了孙子一巴掌，“去
哪里了，偷东西没有？”

龙浩回忆，当晚，他去了
村里公厕， 听到呼喊就回应
了，“可能爷爷耳朵不灵便没
听清”。他低着头，摆弄着衣

角： 爷爷从来不像父亲一样
理解自己， 只喜欢推断与强
加。

龙浩常觉得在家里自己
是多余的。他是长孙，家里还
有个弟弟和读初一的妹妹，
都是叔叔的孩子。

在龙浩心里， 无论多么
努力都没有他们讨爷爷欢
心。

周末， 龙浩总在繁忙的
家务和农活中度过。 周五放
学，他总是主动劈柴生火，准
备家人的晚餐；周六天刚亮，
他就起床劈柴， 到10点吃过
早餐， 会照爷爷的要求上山
砍下十余捆柴。“爷爷对弟弟
妹妹没要求， 他们可自由支
配时间。”龙浩说。

【爷孙沟壑】

通道平坦乡中心小学，住校的留守儿童放学后锁上学校大门。 记者 戴鹏 摄

爷爷：“我不知道该怎么教 ”

学习成绩差、不诚实、难
以管教。在爷爷龙兵眼里，龙
浩是个性格很强的孩子。

面对记者， 龙兵指着自
家墙上的奖状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孙子、 孙女每学期获
得的，但这满墙的奖状中，没
有龙浩的。

龙兵说：“小学三年级从
广东回来读书，第一学期还得
过一张奖状，但此后成绩就直
线下降。 从四年级到初二，这
么多年了一张奖状都没得过，

还成了学校的问题学生。”
龙能坦言， 龙浩从小在

广东长大，“我们带在身边
时，表现很好。”

在龙兵的心里， 对孙子的
责任， 最重要的在于保证其能
吃饱穿暖，至于孙子想什么、要
做什么，他已没有能力去关心。

儿孙虽然都是自己的晚
辈，但在教育上还是有区别。
龙兵认为，“儿子不管怎么
教， 打骂都随我， 但和孙子
间，我不知道该怎么教。”

孤独日记

父母走后，他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深度

通道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委员
会”主任关永睦告诉记者，通道是
贫困县，全县都属山区，农民唯一
的选择就是外出打工，留守现象普
遍。

当地官方数据显示：2013至
2014学年度， 通道有初中在校生
6751名学生，留守学生有1800名。在
这些学生中，处于三省交界的独坡
学区有中学生384人， 留守孩子有
333人，比例达87%。

关永睦说， 这些年，“关工委”
一直在做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每
年寒暑假都去家访，劝说打工的父
母，能留一人在家照顾孩子，虽然
有些成绩，但留守儿童的数量仍居
高不下。

通道三中老师杨清泽对记者
说，留守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面都
在关注的问题，但至今没找到一个
有效的解决方式，这群孩子本可以
在这个年龄任性、无忧无虑、向父
母撒娇， 但现实逼着他们学会长
大。

“这是一群假装长大的孩子，
看着让人心疼。”杨清泽叹气，教育
之外， 他们太需要陪伴，“毕竟，谁
也无法填上父母的位置。”

【灰色数字】
独坡学区留守比例87%
“假装长大的孩子让人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