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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虐童事件的废弃房屋，一施暴孩子的父
亲就在附近摆烧烤摊，却对此一无所知。

6月21日，网上一段“浙江庆元初中生暴打

残害一小学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8岁男童

小毛遭到多名未成年孩子拳打脚踢，还数次被烟

头烫伤。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包括被打者和施暴者在

内，涉事的5名孩子中有4人为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并曾就读于同一所务工人员子弟小学。

这些孩子有着相似的情况：家长疏于监管，缺乏

家庭关爱。

在庆元县，像这样的随迁子女超过4600名，

他们家庭教育却“远不达标”。庆元县教育局副局

长姚敏荣认为，缺乏关爱的随迁子女习惯自我保

护，习惯于通过暴力进行自我保护。

另据了解，经初步协商，小毛将得到另外4

个孩子家庭的补偿9万元，对于这些经济窘迫的

打工家庭来说，这笔钱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这一

事件伤害的不仅是小毛的身心，还有那些施暴孩

子们各自的家庭。

庆元虐童背后
随迁子女之困
涉事4名孩子系随迁子女，缺乏家庭
关爱，家长疏于监管；经初步协商，施
暴孩子家庭共赔偿9万元

小毛遭暴力殴打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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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父亲们
庆元县城大济路旁，一栋简

陋的红砖平房被分隔成了两段。
两个月前，被打男童小毛的父亲
老毛，租下了靠北那部分平房，年
租金3000多元。

“工作比较忙，也没有老婆，
就这样也没办法了。”老毛坐在床
头，屋内光线暗淡，除了一台老旧
的小电视机没有什么像样的物
件，木板床上覆盖着两条被子，一
挪动身子床板就“嘎吱嘎吱”响。

“清晨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
来，话很少，不主动打招呼，连答
话都说不清楚”，在邻居们眼中，
老毛有些不合群。相应的，小毛
几乎也是独来独往，从不会和任
何大人搭话，给吃的说声“谢谢”
就跑。

婚姻破裂后，老毛带着年幼
的小毛离开了故乡景宁畲族自治
县，现在在一家竹木厂里做抛光
工。每天早晨 7点半开工，晚上 9
点左右才收工。

老毛看到视频后才知道发生
了这么一件事。事后小毛告诉教
育局工作人员，他不敢把事情告
诉爸爸，“告诉他怕被打。”

缺少家人关心的，还有那些
施暴的孩子们。

施暴者之一大吴的父亲，就
经营着离事发地点不足 500米的
烧烤摊，但事发时他却一无所
知。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想管
也管不住自己的儿子。

父母离异后，大吴跟随父亲
离开庆元农村。大吴父亲介绍，
自己的烧烤摊需要从上午开始备
货，生意好的时候常常经营到后
半夜，他经常趁下午闲暇时间打
盹来弥补睡眠不足，没有时间照
管孩子。

学校“无可奈何”
小毛就读的城东小学大济校

区离家超过三公里。这座小学里
的300余名学生，几乎都是外来务
工子弟和农村孩子。

班主任叶云云觉得小毛的情
况很棘手：几乎不做作业，看到作
业本和课本就撕，考试认真的时
候能考近 30分，不乐意考就直接
交白卷。

大济校区校长吴立盛对小毛
印象深刻。报名第一天，老毛就
称孩子以后要独自上学，他致电
对方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打工没空
接送。在此后多次面谈中，老毛
开口均承诺要尽力监管，但被逼
问急了也曾撂话：“管不了，任由
他，要死就死了吧”。

关于小毛的面谈记录表和心
理辅导记录表有数十张，均称小
毛“孤僻、自闭、不与人交流”，经
济条件“极差”，家庭教育“放任不
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逃课、
破坏公物、小偷小摸等。

而小毛的偷窃行为得到了街
坊邻居的证实。他们反映，小毛
上课期间经常在街上晃荡，平时
会去街上顺吃的，有时候还会一
个人坐在家里抽烟。

大吴则在小学毕业后因厌学
主动放弃了学业，事发时已辍学
两年。城东小学校长金光强称自
己曾劝过其父多次，得到的反馈
是“打死都不读”，当地中学相关
负责人亦多次登门劝说，均未
果。“他们家处理的方式就是以暴
制暴。”金光强称，此前大吴上小
学时，班主任向家长汇报情况的
时候都很小心，说重了孩子就会
被打得遍体鳞伤。

家庭教育缺失
记者走访发现，除大吴和小

毛外，事件中孩子几乎也都有相
同的情况：父母离开原籍外出务
工，家庭成长条件恶劣，无暇照管
小孩缺乏关爱，在教育子女层面
上问题重重。

根据庆元县教育局提供的相
关数据，随迁子女占据了庆元城
区约 30％的教育资源，含高中在
内人数超过 4600人。金光强称，
近年来庆元县随迁子弟不断增

加，但他们的家庭教育还远不达
标，学生家长求生都无暇自顾，更
不用说严谨的家庭监管和教育。

庆元县教育局副局长姚敏荣
认为此事突发有必然性存在：在
城镇化进程中，远道而来的务工
子弟缺少父母关爱，习惯自我保
护，每到要自我保护时就会伸出
拳头。

2014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的
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
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
1277.17万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认为，部分儿童本身因隔阂
感难以融入城市，父母又忙于生
计疏于管教，他们深层次的心理
需求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加之教
育体系对该群体的不公平，随迁
子女的健康成长深受影响。

创伤仍未愈合
时隔一周后，施暴事件已逐

渐淡出公众视线。负责小毛的心
理治疗工作的城东小学副校长管
林鹏称，小毛已无明显心理问题。

金光强透露，经协商，施暴 4
个孩子的家庭，将拿出9万元弥补
对小毛造成的伤害，平均每户将
拿出两万余元。对于经济窘迫的
这些家庭来说，这笔钱无疑是沉
重的负担。

6 月 25 日中午，施暴者之一
小陈的父亲光着膀子正在家中数
钱，桌上零零散散堆满了各种颜
色的钞票，最小的数额是 5元钱。
他的妻子靠在床上，满脸愁云。

小陈父亲称，直至事发后警
察找上门他才知道内情，大吃一
惊。被问起是否经常与孩子沟通
交流的时候，他没有回答。“小
陈父亲还剩下最后3000元怎么也
凑不齐”，金光强称自己已经接
到了对方的求助电话，但他对此
很无奈。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