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
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这个数字，来源于全国妇联2013
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在湖南， 目前全省0-17岁留守儿童约349.52万人，0-14岁
留守儿童约286.4万人。 这是省妇联儿童部2014年对外公布的
数据。

贵州毕节市，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 宁夏灵武市，12名
幼女被老师性侵，11名为留守儿童。衡阳县界牌，12岁的女童将
老鼠药放进可乐里，毒杀两名小伙伴。生活缺“助”，学业缺
“教”，心理缺“衡”，道德缺“范”，安全缺“保”，一个个触目惊心
的案例警示我们，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已经迫切需要社
会的关注与帮助。

心理专家和教育专家反复呼吁， 留守儿童是当今社会
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壮大。要想改
变这种局面，不单单需要政府也需要社会组织、民间团体、
爱心人士的协助。同时，心理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最值得关
注的问题。

“给孩子一颗强大的心，圆家庭一个和谐的梦”。今年的暑
假已经到来，中国致公党党员、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 、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丽， 携手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等爱心企业，发起关爱青少年心灵健康的大型公益项目“富心
工程”，为留守儿童办一个“富心少年夏令营”，邀请他们来长
沙参观学习，同时也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市民参与这次
夏令营活动。

伸出你的手吧，一起来帮这些留守儿童一把。 如果你有金
钱，请帮孩子们解决温饱，让他们的身体健康成长。如果你有
时间，请陪伴孩子们感受亲情。让他们的感情得到填补。如果
你愿意给他们教育，那也请付出心意，帮助他们心理得到健康
的矫正。

也许你的点滴付出，便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一生。

倡议人：李丽
发起单位：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天心区文明委、长沙市

天心区青园街道、芒果V基金、致公党湖南“精神助学”基地、大
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湘商文化投资公司、湖南李丽心灵教
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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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利群阳光学子A07

7月13日， 三湘都市报第十二届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直通车正式启程。今
年，本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将继续在湖南寻找100名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高
考学子，每人可获得5000元助学金。接下来，三湘都市报记者将兵分多路，奔
赴岳阳、攸县、炎陵、新化等省内多个县市，走访阳光学子并现场接受报名。

核心提示

本报7月13日讯 一所
希望小学128个学生，95%
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在一、
二、 三年级的近百名学生
中， 父母在家的仅有一位。
本报报道的《“百名学生中
父母在家的仅一个”》 还原
了衡阳市祁东县太和堂镇
大塘村希望小学中留守儿
童的现状。

报道见报之后，留守儿
童逐年增加的数量，以及日
渐凸显的问题，引发了全省
读者的广泛关注。湖南李丽
心灵教育中心负责人李丽
表示，她将联合致公党湖南
“精神助学” 基地等公益组
织，发起关爱青少年心灵健
康的大型公益项目“富心工
程”，为留守儿童办一个“富
心少年夏令营”。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
有限公司也联系上本报，
表示参与本次“富心少年
夏令营活动”。“祁东县太
和堂镇是我们的茶油基
地，那里不但留守儿童多，
居民也非常贫困， 我们一
直希望通过带动居民栽种
茶树， 来增加他们的经济
收入。” 该公司负责人表
示， 公司将响应李丽的号
召，加入爱心团队，为太和
堂镇大塘村希望小学、豹
子岩小学的学生办一个夏
令营， 邀请他们前往衡阳
市、长沙市等地方学习并旅
游，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这些留守儿童能否有
一个特殊的暑假？ 本报将
继续关注， 也希望有更多
爱心企业前来关注这个特
殊群体。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邹莹

《“百名学生中父母在家的仅一个”》后续

爱心企业与公益组织发倡议
打造“富心工程”关爱留守儿童

645分农家女：打工攒钱去北大
本报利群阳光助学再次出发，全省寻找100名贫困学子

7月13日开始， 三湘都市报第十二届
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直通车正式启程，今
年，本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将继续在湖南
寻找100名品学兼优、 家境贫寒的高考学
子，每人可获得5000元助学金。

今年的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直通车走
访的第一个对象是岳阳县的农家女孩林
玲。她三岁时父母离异，由母亲打零工赚
钱养大，但即便如此，她也从未丧失对生
活的信心，“我自己可以边念书边打工，生
活会越来越好的。”林玲今年以645分的高
分夺得了岳阳市文科第一名、 湖南省文科
第九名的好成绩，报考了北京大学。

三岁父母离异，跟母亲住在外公家

7月12日上午， 经过近3个小时车程，
记者抵达了林玲的家， 位于岳阳县公田镇
板桥村的一户农家小院。

还未走近， 就看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
小女生面带笑容朝记者挥手。“这里是我外
公的房子， 我和妈妈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
一起住在这里。”林玲的父母在她三岁时离
异，之后父亲便再未出现过，她和家人一直
住在外公家。

林玲指着房子旁的猪圈说，“原本我家
就是这种红砖房， 不过两年前我舅舅出资
翻修了，现在好很多。”但记者随意看了看，
虽然房子外表粉刷过， 但里面却几乎什么
家具都没有。

林玲的外公外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家里种植了几块田地，林玲从小就帮忙
做农活。“我们家本来养了三头猪， 前两天
卖了两头，现在这头猪没了伙伴，都不吃东
西了。”她一边给家猪喂食一边说，割猪草、
收稻谷、 挖红薯， 自己几乎什么农活都做
过。

林玲大大方方地给记者介绍自家情
况，“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 没什么不好意
思的，以后说不定会大变样呢！”

学费都是靠母亲打零工赚取

林玲今年高考考出了645分的高分，
报考了北京大学。 她说自己是偏理科的文
科生，“我数学成绩很好， 对数学也很感兴
趣，所以报考了经济类专业。”

女儿考了高分， 很可能能在北京上大
学，母亲林红英虽然高兴，但面对高昂的学
费、生活费，她忧心忡忡。

从小供林玲读书的钱都是林红英靠打
零工赚来的，林红英说，“我当过保姆、在工
厂做过工，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但是每
个月工钱少得可怜。”之前林红英每个月只
能赚到300元-400元， 去年开始找到一个
在工厂钉合成板材的工作， 赚的钱才升到
每个月1000多元。她说，等林玲去大学报
到后，她决定到岳阳市找工作去，那里的工
资高一些。“女儿考上好学校，才有出路。我
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她！”

林玲也晓得家庭的困难，高考一结束她
就和另外四个同学一起办了个初中生课外培
训班， 她负责教英语和数学。“培训班收了十
几个学生，我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岳阳市上课，
礼拜天回家帮忙做家务。”她说，暑假应该可
以赚一千多块钱补贴大学生活费。

林玲同母异父的弟弟琪琪今年刚上小
学二年级， 她说以家里的情况再负担一个
学生太难了。“等我毕业找到工作， 也要接
下抚养弟弟的重任，让妈妈轻松一点。”

“你捐十元钱，
助TA上大学”

本报自2004年加入
“利群阳光·助学行动”
以来， 我省1000多名学
子得到了500多万元的
资助。 为了让更多优秀
贫困学子顺利入学，我
们将通过华声在线以及
本报推出阳光学子的故
事。

同时， 本报还将开
展“你捐十元钱，助TA
上大学” 的利群阳光微
公益助学活动，开通“利
群阳光微公益助学”账
号，捐款从10元起，所有
善款将用于资助未入选
利群阳光学子的优秀寒
门学子。

■记者 彭可心

7月12日，岳阳市岳阳县公田镇板桥村，林玲在家附近的水井旁洗衣。 记者 唐俊 摄

互动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有六大调整

本报7月13日讯 寒
门学子的福利来啦，根据
国务院日前通过的《关于
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的若干意见》， 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期限统一调
整为学制加13年、最长不
超过20年。

据介绍，这次政策调
整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
学生在读期间贷款利息
由财政全额补贴；二是校
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
统一调整为学制加13年、
最长不超过20年；三是还
本宽限期从2年延长至3
年整；四是建立国家助学
贷款还款救助机制，救助
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
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变
故、经济收入特别低的毕
业借款学生；五是完善国
家助学贷款考核制度，综
合考虑风险补偿金的缓
释作用，对符合相关政策
要求的风险补偿金覆盖
部门适用零风险权重、未
覆盖部门采用75%的风
险权重；六是进一步落实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
地方高校代偿资金原则
上由省级财政承担，中央
财政根据具体情况对西
部省份予以奖补。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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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爱心的手 帮一把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