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娟 版面设计：祁琰校对：张晗本地新闻·民生
A5

2013.6.27

星期四
环君美编姚珑

期望：“小候鸟”何时不再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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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父母来讲， 都不愿意自己
的子女像“候鸟”一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来回迁徙。 可是，他们无力改变现状。

“其实，我们心里也难受，谁不想天
天陪着自己的孩子，可是没有办法。 ”张
云的母亲周秀丽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
们也想过把孩子接到城市来上学， 可是
没那个条件， 一是大城市的正规学校不
收；二是没那个钱；三是外边的课程和老
家不一样， 担心孩子将来回到老家上学
跟不上。 不得已， 就把孩子放在老家上
学，可是我们也很担心，担心孩子学习成
绩，担心孩子的安全，所以一到暑假我们
就要她到我们身边。 哪怕是短暂的寒假，

只要我们不回老家过年， 就会把她和奶
奶一起接过来。 ”

显然，“候鸟” 不再迁徙的期盼不能
寄托在让他们进城和爸妈一起生活并在
城市里扎根学习上。 那么，让这些“小候
鸟”的爸妈从城市返回故乡，从此看护着
他们不再外出呢？

“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现
在的田地活基本不会干， 也受不得那个
罪。 ” 周秀丽坦言，“孩子的爸爸更是如
此，所以我们要是待在农村老家，肯定连
自己都养活不了，更别说养活孩子，供孩
子上学了。 ”周秀丽告诉记者，不仅是她
和她老公不会种田地， 现在大部分的农
村青年都不会，“我身边‘

80

后’的年轻人
没几个会种地的，‘

90

后’的人更别提了，

现在种田的都是老弱病残。 你说我们不
出来打工，还能怎样？ ”

如今的多数农村青年不会或者不愿
意种田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让他们靠
种田为生显然不现实。 如此一来，要想留
住农村劳动力不再外出务工， 进而解决
“小候鸟”不再迁徙的问题，似乎只有通
过发展本地经济， 吸引农村务工人员返
乡就业、创业。 可是，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据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
合科于会卿介绍，自

2003

年以来，我市
为了鼓励农民工积极回乡创业， 返乡就

业，采取了大量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返乡创业人员曾经高达数万人，解决
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数十万个， 但是相
较于庞大的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数量，这
个数量并不高。 “虽然我们提供的政策
好，但是能够返乡创业的人员并不多，因
为外出务工人员中基本上还是以体力劳
动为主， 没有技术， 没有资金， 何来创
业？ ”于会卿说。

此外， 信阳市所能够提供的薪金也
不足以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我去年在申碑路一家餐馆打过工，

每月工资
1500

元。 除去租房和日常开
销，每月能攒下

800

元就非常好了。 ”来
自河区董家河镇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可是到大城市就不一样，人家的工资能
开到每月

2500

元， 而且还提供住宿，你
说谁愿意在家里干？ ”

留守儿童出不去，农民工不愿回。 看
来，“小候鸟”何时不再迁徙，还有很长一
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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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暑假，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兴趣班、游戏、旅游……可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
来说，则是另一种意义，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将坐上开往外地的列车或大巴，去和在大城市里打工的
父母团聚。 虽然同样是远离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绝对不是旅游，而是一种“迁徙”，像“候
鸟”一样，放假了就迁徙到父母身边，寻求短暂的团聚；开学后，又回到生养他们的故乡，继续着没有
父母跟在身旁嘘寒问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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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罗山县的莹莹独自带着弟弟妹妹准备踏上南下的火
车与远在广州打工的爸爸妈妈团聚。 记者在信阳火车站采访
时发现，像这样大孩儿带小孩儿的现象不在少数，哥哥姐姐成
了弟弟妹妹们的“临时家长”。而孩子们一路上是否安全，是家
长心里最大的牵挂。

现象：“候鸟”东南飞，留守儿童进城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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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节，对于信阳火车站来说，理应
是个淡季，可是由于小学生已经放假，暑假
里的客流小高峰提前到来了。 昨日，记者
在信阳火车站走访时发现，前来火车站坐
车的旅客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小学生模样
的人，他们有的三五成群，由大人带着；有
的则是一个人跟在大人身后。

来自淮滨县的刘老汉今年已经
68

岁，

他正在等火车，要将两个上小学三年级的
孙子送到儿子打工的大连。 “孩子爸妈在
大连打工，一到暑假就要孩子过去，说放家
里不放心，还怕放家里不安全。 ”刘老汉告
诉记者，“他们请不了假，只好让我送过去，

然后让我也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等孩子开
学时，我再带回来。 ”在刘老汉身边，除了
他的两个孙子，记者还看到另外

3

个孩子。

刘老汉告诉记者，其中两个孩子是他一个
村的，另一个是别村的，但是孩子的爷爷奶
奶和他熟。 “他们的爸妈也在大连，爷爷奶
奶年纪大了，没法送，一听说我去，就都托
我顺便把孩子带过去。 ”刘老汉说，“我本
来说给儿子带点米面油什么的，可是现在

啥也带不了， 光孩子和孩子的书包就一大
堆。 ”

和刘老汉的孙子有人领着去见爸妈不
一样， 来自息县的六年级学生张云则是要
孤身一人坐火车赶到父母打工的所在地上
海。 “我和奶奶两个人在老家，父母和弟弟
在上海。每年暑假我都去和爸妈团聚，之前
都是坐长途卧铺大巴， 现在感觉坐大巴不
安全， 再加上晕车， 所以就来到信阳表姐
家，让她给我买火车票，然后坐火车去。”据
张云介绍，在她到信阳的那天早上

5

点多，

同村的
5

个孩子被送上了开往南京的卧铺
大巴车，他们没有大人陪护，家里人只是交
代大巴司机到点后逐一给孩子的爸妈打电
话，让他们前来迎接。 “我之前也是被这样
‘邮寄’到爸妈身边的。 ”张云苦笑着说。

信阳市是劳务输出大市。据了解，目前
我市每年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近

240

万
人，其中

90%

都是农民工，由此产生的留
守儿童有

70

余万人。记者从信阳火车站获
悉，截至目前，今年信阳站已发送儿童旅客
5000

余人。

尴尬：“小候鸟”迁徙之后，大多遭遇“二次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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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走访发现， 虽然很多留守
儿童在暑假时进城和父母团聚， 但欢乐
总是很短暂。 他们在进城后大都面临着
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二次留守”，即
不能和父母在一起， 整天只能待在出租
屋里等待天黑父母下班。

“我爸妈都在饭店里上班，爸爸在海
鲜坊，妈妈在厨房，每天都上班。 我每次
去后，他们都没时间陪我，我只能一个人
待在爸妈租的房子里看电视，做作业。 实
在憋得难受了，就在出租房附近走走，不
敢去爸妈上班的地方，怕老板说。 ”张云
告诉记者。

“我爸爸在厂里制冰块，妈妈在一个
饭店里上班，他们也没时间陪我们。 每年
暑假去，他们只负责去车站接我们，然后
叫我们不要到处乱跑，接着就继续上班，

一个暑假能抽两天时间带我们出去玩就
很不错了。 ”刘老汉的孙子刘虎如是说。

相较于张云、刘虎来说，来自息县的
周新晨似乎过得还算开心。 “我爸妈在天
津，他们在工地旁边开小商店，摆台球案
子，每天很多人都去店里打台球，所以我
感觉很热闹。 ”周新晨说，“可是，时间久
了也闷，因为工地离城里很远，旁边没什
么好玩的，爸妈整天看店也走不开，不能

带我出去玩， 我就整天待在店里看人家
打球，做作业，帮爸爸摆球。 ”

据调查，在我市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

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事体力劳动， 劳动强度
大，劳动时间长，这种劳动模式注定了他们
不能有很多时间陪着孩子嬉戏玩耍， 就连
到车站接孩子甚至都要请假。 这种尴尬的
“二次留守”让很多孩子对暑假到大城市和
父母团聚产生了恐惧。 “其实，我不想去父
母那里，在那里还不如在家方便。 ”张云说，

“可是，爸妈不同意，他们怕我在家两个月
不学习，我也没办法，现在希望快点长大，

到时候暑假就不用再往外跑了。 ”

本报记者张方志见习记者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