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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儿童”现象观察

育儿压力不该由家庭独担
大城市“居不易”、都市里的

工作太繁忙、住房太紧张……因
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在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

城市， 一些年轻父母选择将学
龄前的孩子送回老家， 由老人
抚养。

与备受公众关注的农村留

守儿童相似，都市“返乡儿童”
也有着相同的苦恼： 学龄前的
成长过程缺乏亲情陪伴、 家庭
教育的支持。

社会应该加大对这一群体

的关注和政策支持———不论父

母是否在，爱都不能缺席；在社
会层面， 应当探索建立健全科
学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 减轻
家庭育儿的压力。

对孩子有愧疚 对父母有歉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
是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压力更
大。 杨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
领。 春节后，由于夫妻两人都
要开始上班了，他不得不把两
岁的儿子送回了距离北京 300
多公里的老家———河北省行

唐县 。 爷爷奶奶年纪也不小
了， 把孩子交给他们抚养，既
有对孩子的愧疚，更有对父母
的歉意。

记者在北京、 上海采访多
名“返乡儿童”家长发现，这些
家庭的住房大多是两居室，面
积从 40 平方米至 90 平方米。
如果父母双方来一个的话，育
儿时难以支撑； 如果父母双方
都来，就是 5 口人挤在一起，特
别拥挤。

还有的父母， 受困于一线
城市保姆、幼托机构收费过高，
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 在深
圳一家民企工作的丁先生把 1

岁多的女儿送回四川老家。“不
是不想带孩子， 是付不起保姆
钱 。 一个保姆一个月要 8000
元，而且只管白天。”丁先生说，
夫妻俩月收入近 3 万元， 但是
去掉房贷以及保姆费用， 也没
剩多少钱了。“还不如把孩子送
回老家， 我们把给保姆的钱寄
给父母。 ”

《北京市托幼服务问题和
对策研究》一文显示，从北京市
居民需求来看，有 64.1%的家庭
希望孩子 “在 3 岁之前接受早
期教育 ”，34.9%的家庭希望孩
子能上“幼儿园亲子班”，21.2%
的家庭希望能在“离家近、有资
质的幼儿看护点”，20%的家庭
希望能提供 “社区公共早教”，
14%的家庭希望去“比较出名的
早教中心和机构”。

祖辈抚养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记者调查发现， 孩子 “返
乡”之后，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
精神状态。 有的孩子因为隔代
抚养的溺爱， 养成了难以纠正
的不良习惯。 北京市民刘先生
说，孩子长期在老家待着，目前
已经 3 岁多，还要大人喂饭。孩
子要啥老人就给买啥， 稍不如
意，孩子就满地打滚等，让两口
子很头疼。

有的孩子因为缺少父母陪

伴变得更害羞、不自信。 北京市
民卢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
告诉记者，相比于在自己身边长
大的孩子，由祖辈抚养的另一个
孩子性格相对自卑、 内向一些。
比如带孩子上街，碰到一个同事
打个招呼， 他都要躲在自己身
后；有陌生人来家里，也要藏起
来。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看法的
时候，也相对不自信。

“返乡儿童”群体，在一些
比较大的省会城市也很常见。
例如， 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
下了很大的决心， 把 5 岁的儿
子送回了河南省郸城县的农村

老家，上小学前才接回合肥。程
女士的丈夫每年有 7 个月时间
在出差， 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顾
孩子，根本忙不过来。

“孩子年纪越小 ，每日每
时的陪伴所形成的心灵抚养

愈发重要。 ”成长教育师兰海
说 ， 年轻父母尤其要注意的
是，一般来说，0 至 6 岁这一阶
段，父母的抚养几乎可以铸就
儿童的心理特征、 人格特征、
人际交往模式。 这种微妙的差
距，使得祖辈实际上并不能完
全代替父辈。

建立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专家认为， 在抚养孩子过
程中，父母可以不在场，但父母
之爱绝不能缺席。都市“返乡儿

童”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

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政
府、市场、家庭等多方发力，共
同建立科学合理的育儿社会支

持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

心主任康丽颖指出，孩子由父母
带大是最好的， 如果父母没时
间，选择送祖辈扶养，一定要考
虑祖辈是否有育儿能力。建议父
母要和祖辈一起制定规划，参与
到孩子扶养当中， 多和孩子沟
通，包括面对面和视频。 父母不
要因为工作忙，就把对孩子的教
育、抚养完全交给祖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
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认为， 都市
“返乡儿童”问题的背后，是以家
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

的育儿压力， 要减轻这种压力，
需要从家庭、市场、政府等多方
面综合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

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黄家亮建议，在政府层面，

鼓励幼儿园或其他社会力量开

设幼儿日托服务， 加大财政扶
持力度，逐步构建 0～3 岁育儿
支持服务体系；在市场层面，鼓
励规范以小饭桌形式托管幼儿

模式的发展； 在社区、 家庭层
面， 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区多户
低龄儿童家庭互助组织， 或者
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

面对全职家庭主妇的保护，让
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

庭，而无须考虑经济、社保等方
面的压力。

目前，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
视托幼服务发展， 把托幼服务
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 我国
也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

同时， 尽快制定托幼服务发展
规划和配套政策法规， 出台托
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托幼

服务机构设 置 管 理 办 法 。
（据《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