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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人大代表，张蓉提前两天从
巴中市南江县抵达成都。1月19日，她和
其他几位省人大代表，以及南江县相关
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到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的未成年人保护基地调研学习。

“这个基地太好了，将法律知识融合
到游戏中，包括模拟红绿灯的实景，好
多我都是第一次见。”张蓉在笔记本上记
下满满几页的想法，“这个对孩子们帮
助很大，我要补充到我的代表建议里。”

关心与孩子相关的一切——这句
话就是张蓉的23年。

她曾是南江县云顶镇元顶小学幼儿
代课教师。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一
起，义务托管来自附近十余个乡镇村落
的1246名留守儿童。如今，她是南江县
下两镇乐山村的“童伴妈妈”，对辖区内
留守儿童进行照顾和监护。2018年，她
获得了“全国优秀童伴妈妈”的荣誉。

对于那些被她照顾过的孩子而言，
她是他们的“张妈”，做得出妈妈味道的
饭菜，催他们抓紧学习，还常常为他们
填补上成长的“裂缝”。

两份建议
串起守护成长的23年

川陕交界的巴中市南江县云顶镇，
有座海拔1200米的元顶山，半山有一
座元顶小学。

张蓉今年提交的建议中的第一条，
就是元顶小学。“可以将这里建成一个
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的综合实践基地。”
张蓉说，“基地不光是保护，还有教育的
意义。让城乡的孩子能够在这里相互
交流，取长补短。”

这里，也是张蓉和丈夫陈果照顾留
守儿童的开始。

2000年之前，这对夫妻在巴中市
城区的小学做过代课老师，也开过餐馆
做过生意。在那个出门打工挣大钱成
潮流的年代，他们选择“逆流”回乡。

“最初是有朋友或亲戚在离乡打工
前，将孩子交给我们托管。慢慢地，这
样的孩子越来越多。”张蓉说，与挣很多
钱相比，自己和丈夫更喜欢站在讲台上
做老师，同时也想陪在父母身边。

于是，在家乡元顶山村，她和丈夫
开设了一所家庭式学堂，最初只是让村
里的孩子能就近读书。很快，就有外村
的孩子被父母送过来，想要寄住。

刚开始，夫妻两人腾出屋子免费供
学生住，慢慢地，寄住的孩子越来越多。
于是，从2000年正月开始，他们将需要
全托照顾的孩子编成一班，这就是最早
的“留守儿童之家”。2005年，夫妻两人
转入公办元顶村小学代课，在学堂里就
读的几十名学生也一同转入该校。

但“留守儿童之家”的形式，延续至今。
“到今年，已经有1246个孩子了。”

张蓉说，孩子们习惯叫他们“张妈”和
“果爸”，他们也一直在努力，想为孩子
们再多做点什么。

“所以，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打通
关爱儿童的‘最后一公里’。”其实，这是
张蓉在去年省两会期间就提过的建议，
也是她的第二个关键词“童伴妈妈”。

这个在2016年于四川率先展开的
留守儿童关爱项目，通过在村镇、社区
选聘一位“童伴妈妈”，对辖区内的留守
儿童进行照顾和监护。目前，四川省已
建成“童伴之家”2156个，覆盖留守儿童
集中区域。

“但距离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
都有点位，还差一步。”张蓉觉得，再往
前一步，这样的点位除了照顾留守儿
童，也包括在孩子放学、家长还没下班
时，孩子能够在社区有一个学习休息的
地方，家长也能放心，“如果能够做到省
内全覆盖就更好了。”

她是“张妈”
也是一名“童伴妈妈”

此前，张蓉在调研走访中发现，四
川已经有很多社区在对未成年人的托
管上进行了探索。例如，成都武侯区的

“共享奶奶”，大部分由65岁以上退休
老人组成，工作日帮忙接送孩子上下
学，节假日照看孩子，寒暑假陪伴孩子，

都是义务服务。
这样的发现令张蓉感到惊喜。在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针对
“城挤、乡弱、村空”的问题，调整优化学
校布局和师资配备。而在去年，明确支
持市县建设公办幼儿园，消除中小学

“大班额”和“超大班额”。
“就是能感受到，整个社会，从个人

到集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大家
都在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一起努力和攒
劲儿。”对于这些点滴变化，张蓉觉得自
己有着最深的感受。

张蓉算了下，她照顾过的孩子中，
有170多个已经大学毕业。在她的记
忆里，2008年前后，随着越来越多在外
务工的家长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
有一部分条件满足的家庭，会让一位家
长回家照顾孩子，留一位在外务工，“即
使没有回来的，也会常常打电话回来，
关心孩子的成长。”

除了个体想法的转变，更多是集体
关注的增加。2012年，随着第一次媒
体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山里的“留守
儿童之家”，于是，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和
爱心企业抵达这里。有企业为学校捐
赠了多媒体教室、为孩子们做了校服，
还有志愿者在得知张蓉一年洗坏5台洗
衣机后，为他们购买了新的洗衣机和烘
干机。

2016年，在持续开展留守儿童关
爱工作十年之际，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合
四川省民政厅、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单位
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童伴计划”项目，在
四川省21个市州的165个村落设立童
伴之家，并为每个村配备一名“妈妈”，
守护留守儿童。

张蓉也是在这一年成为了一名“童
伴妈妈”。她系统学习了很多关于未成

年人保护、儿童心理学等知识，也结识
了全省各地的伙伴，大家一起交流学
习，“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团队，一个集
体，大家都在共同关心这些孩子们。”

有媒体将这些童伴妈妈称为乡村
的“赤脚社工”，张蓉很喜欢这个提法。
对她而言，自己是“张妈”，也是“童伴妈
妈”，“反正都是孩子们的妈”。

愿每个孩子
都在父母的关爱中长大

如今，那些被“张妈”照顾过的孩子
们，就跟蒲公英一样，散落在各处。有
人在高校深造，也有人在车间工作；有
人在外省安家，也有人拖家带口回到家
乡巴中。

对于张蓉而言，她最大的期待就是
孩子们能健康快乐、自立自强。

履职这一年，张蓉几乎没有落下省
人大组织的每一场调研活动。“这也极
大地拓宽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履职
水平。”张蓉说，这次参加省两会，她还
带来了两份关于推动南江相关水利工
程加快开工的建议，“高桥水库在‘十四
五’期间开工，还有推动南江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开工建设。”这也是张蓉在调
研中发现后，逐渐完善的建议。

不过，不管是在现代化的科技园
区，还是在高标准农田，她最直观的念
头永远都是，“这个能提供多少就业岗
位，就能有多少父母不用离家打工，可
以陪伴孩子长大。”

“一个孩子的成长，千丝万缕地联
系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张蓉说，这些
年，她见过的最常见的“两难”，就是有
的家庭，如果父母在家陪孩子，那么全
家生活就会困难，如果出门打工，那孩
子就会成为留守儿童。

张蓉和丈夫，总是会劝那些家长，
先打工，先解决了生计问题，条件好点
了就回家。

这些年，乡村振兴为这些想回乡的
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机会。张蓉总
是会把各种政策第一时间发给那些在
外打工的家长。于是，他们中有回来创
业的，也有搞农业合作社的，乡村发展
了，孩子们也有了更好的成长环境。

但有时候，即使父母就在身边，也
不一定能起到陪伴作用。张蓉看到过
家长在一边低头看手机，孩子独自玩耍
的场景，“所以，我们给孩子上各种学习
教育课程，也要给家长做工作，让他们
有陪伴意识，尽陪伴职责。”

这些观察和思考，都成为了张蓉建
议的雏形。为了让自己的建议能够更加
扎实，她调研走访，查数据、找专家，“例
如，我通过巴中各个点位的‘童伴妈妈’，
统计了一个大概的留守儿童数量变化，
发现这几年数据上有所降低，我就要去
搞清楚，降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当然，张蓉也有新的期待。
说不清具体从哪年开始，她和孩子

们有了一个“初二之约”。每年大年初
二，那些叫她“张妈”的孩子都会陆陆续
续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做饭聊天，说说
这一年的收获和来年的打算。

龙年即将到来，“张妈”期待着孩子
们的分享，她更期待，每个孩子都在爱
中长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李佳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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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打通关爱儿童‘最后一公里’”的建议

1246名留守儿童的“张妈”上两会
张蓉，省人大代表，巴中市南江县

云顶镇元顶小学幼儿代课教师、留守
儿童之家负责人，南江县下两镇乐山
村的“童伴妈妈”。

“童伴妈妈”张蓉
▲“张妈”“果
爸”和孩子们在
一起。

◀张蓉为留守
儿童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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