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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娟，杨娴的女儿，刚读完小学一年级。对她
和弟弟来说 ，乞讨只是他们暑假生活的一部分。“我
女儿成绩很好，这学期还得了三张奖状”，张成亮说起
女儿的学习成绩底气很足，脸上都是笑容。

女儿一放暑假，张成亮夫妻俩就带着孩子们来北
京乞讨，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习，张成亮还带着女儿
的暑假作业本，“我读到初中，平时回来的时候还能看
着她写写作业”。张晓娟的暑假作业已经写得差不多
了，作业本的边角被揉得有些卷曲。

张成亮说女儿平时就趴在床边或是窝在床上写
作业，因为出租屋里唯一的一张条桌上面堆满了锅碗
和杂物，屋里连个板凳也没有。张晓娟语文作业本上
的字迹很工整，但写得很用力，翻到背面还能看出字
迹。作业本里有的成语填空部分还空着，有的字迹上
粘着灰，像是手上的脏东西不小心抹上去的。

儿子在读幼儿园，张成亮说儿子很聪明，以后一
定也跟姐姐一样优秀。

翻开两个孩子的画本，花朵和大树都被涂得很鲜
艳，和整个出租屋里黯淡的色调形成了对比。

前两年暑假，柳英也会带着暑假作业本来北京，
但明年她不打算继续读书，因此也不再有写作业的

“烦恼”。乞讨回家后，她会督促弟弟柳杰写作业，自
己则帮妈妈洗衣服或者煮面条。

柳杰也趴在床边写作业，作业本的左手放着一个
士兵模型。每过几分钟，他便会站起来鼓捣下这个小
玩具。妈妈赵霞煮好面条后，他把暑假作业扔到一
边，算是完成了今天的任务。赵霞不识字，没办法辅
导，柳英也不会检查他的作业，“有些题我也不会。”她
不好意思地说。

吃过晚饭，柳英有时会带着弟弟去对面的温都水
城玩，“我们从旁边的小门溜进去，不用花钱。”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地铁里的“暑假乞丐”
多数来自甘肃岷县 带孩子乞讨怕耽误学业开学即离京

暑期以来，北京地铁突然出现众多“候鸟式”乞丐，行乞时间固定为暑假期间，7月来京，9月前离京，通常为外地年轻女性和孩子行乞。记者调
查发现，这些“暑假乞丐”多数来自甘肃岷县，基本都是父母带着正在上学的孩子乞讨，孩子开学前即返回老家。

“自7月以来共处罚乞讨卖艺行为40余起，劝离250余起，乞讨卖艺人员中大多数都来自甘肃岷县。”据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实际查处的情况看，这些乞讨人员相对集中在几个地区，在京暂住地也相对集中。从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甘肃岷县和河南民权县，这两个地方
大致占据乞讨者半壁江山，而且现在暑假带娃乞讨的现象明显增多。

王霞（化名），来自甘肃岷县小寨镇
白塔村，7月 10日带着女儿柳英（化名）
和儿子柳杰（化名）来到北京，这是他们
第三年来京乞讨。

7月30日早上10点，柳英在10号线
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车，她打开腰间挂着
的外放音响，带着弟弟从车头走向车尾。
柳英手里攥着一小叠一元人民币，不断
地向两侧的人鞠躬，弟弟柳杰时不时跪
下，希望好心的人能慷慨解囊。

姐姐柳英今年 14岁，刚念完初一，
身上的校服印着岷县第三中学的校徽。
弟弟柳杰今年 10岁，刚上完三年级，褐
色裤子的膝盖处有着一圈泥土印。地铁
开到惠新西街南口站后，姐弟俩下车，快
速走到对面往回坐。

从惠新西街南口到海淀黄庄，姐弟
俩刚好能从车头一路乞讨到车尾，这也
是他们的固定路线。每天他们七八点出
门，十点左右到十号线，下午四五点回
家。一天下来，他们能要到五十六元，最
好的时候七八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二三
十元。

三年来，每年7月放暑假以后，姐弟
俩就会从甘肃老家来北京乞讨。暑假即
将结束时，他们会按期回老家上学。

今年柳英的裤兜里多了一样东西：
老年人专用的手机。这部手机价格便宜，
功能非常简单，但它却是柳英在乞讨时
与妈妈联系的纽带：一旦发现有警察，她
会立刻躲在人少的地方，给妈妈打电话，
通风报信。

“现在我们都学会了‘变通’。”妈妈
王霞说。现在，都是大一点的孩子自己乞
讨或者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来乞讨，妈妈
们则在事先和孩子们约好了的中转地方
等着。妈妈和孩子们手里都有手机，这样
出事了也方便联系。由于孩子们都未成
年，即使被抓到了也会很快放出来。

去年，柳英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被
教育过一遍后就给放了。尽管当时在派
出所里很害怕，但是现在提起这些事情，
柳英却轻描淡写，“我打电话给妈妈，不
到两分钟就放我们走了”。而她的母亲王
霞说：“登记下身份证和户口本就没事
了，也没有罚款。”

跟柳英柳杰比起来，同样来自岷县
的杨娴（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带着
女儿乞讨的第三天，她就被抓了。

7月22日，杨娴和丈夫张成亮（化
名）带着一儿一女来京乞讨，来北京之
前，夫妻俩听不少同乡说带孩子来北京
能讨到钱，“原本打算攒下来四五百元
钱，给两个孩子攒个学费，没想到
……”说到这里杨娴停住了。

来北京乞讨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
25日下午4点左右，当杨娴带着7岁的
女儿在地铁 10号线乞讨的时候，遇到
了民警。在警察抓她的过程中，杨娴不

停地说：“放开我，你们把我放开”，女
儿张晓娟（化名）当时哭了，杨娴自己
也很害怕，她说这样的事自己“从来没
有遇到过，从来没有……”杨娴和女儿
被带上了警车，开往派出所。

随后，警察电话通知了她的丈夫张
成亮，让他领女儿回去。下午 5点多，
当张成亮带着5岁的儿子赶到那里，听
到警察说要拘留妻子，他回忆称当时有
些激动。

直到民警告诉张成亮，拘留是因为
在地铁里带着孩子乞讨已经触犯了法
律，他才领着哭闹的孩子们回了家。

8月 4日上午，杨娴回到了在昌平
区平西府租住的房子，同时，带回了一
张证明书：《解除拘留证明书》。这张

“证明书”上写着，拘留原因是“因胁
迫、诱骗、利用他人乞讨”。

妻子被拘留之后，张成亮也不敢带
孩子去地铁上乞讨了。最近，他都是早
上七八点钟带着两个小孩儿出门，拉着
孩子们在街口到天通苑方向的马路上乞
讨，十一点多回来，“一天大概能讨到
二三十元钱，刚好够生活”。杨娴被拘
留后，女儿晓娟好几天都闷闷的，不怎
么说话。

孩子成为地铁乞讨者对付执法者的
“工具”，但是在这个地铁“丐帮”里，无论
孩子还母亲，却不得不遵循着“弱肉强
食”的规矩--她们躲得了警察，却躲不
了江湖。

在10号线海淀黄庄站下车后，柳英
姐弟碰到了小伙伴王成（化名），柳杰的
同班同学。新的一趟车到来后，王成很
快跳上去，姐弟俩则要等下一趟。这是
他们之间的默契，尽量不上同一辆车。

“这是那些残疾的叔叔教我们的，”

柳英解释，“但现在人太多，队都排不
上。如果抢着上车，排在前面其他村的
人就会打我。”有一次，她一整天才上了
两趟车。

姐弟俩知道如果去5号线会挣得多
一些，但是她们却不敢去。“那里有一个
恶霸，看见我们就会抡着棍子打我们。”
柳英说。

柳英的说法被另一个地铁行乞者孙
梅（化名）证实了。孙梅是一位 90后的
乞讨妈妈，她带着孩子在 5号线乞讨。

“我不认字，以前也没坐过地铁。”孙梅说
自己开始就在5号线上看到了一个姓李
的人在行乞，从而知道了在 5号线能要
到钱，也知道了如何才能要到钱。

其实，孙梅属于“偷师”，她要钱的时
候一直躲着那位“姓李的人”。“我们看到
他就跑，他今天又打了两个女的”。孙梅
把他称之为“小霸王”或者“恶霸”，“他坏
得很，本来出来就是求别人帮助，有一次
他扇了一个老头好几个耳光，那个老头
得有八十多岁了，这是太没良心。”

出于同乡的口口相传和指引，这些岷县人大部分
都会在昌平区平西府附近租住，同村的会住在一栋楼
里，例如柳英家、杨娴家和另外四户同村人家就是楼
上楼下的邻居。

他们往往一家人挤在六七平方米的单间里。这些
单间只配了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旧衣柜，每月的租金
300元。房东杨女士说他们说好了只住一个月，一个月
以后搬家走人。

张成亮和杨娴也没有打算在北京长住，只是希望
暑假一个月能够攒下来两个孩子四五百元钱的学费。
张成亮家去年种植当归、党参等药材的收入一共7000
元，但只够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而盖新房欠下的4万元
亏空，目前还没有着落。

27岁的张成亮说两年前，甘肃岷县发生了 6.2级
地震，他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重盖的房子花了六
七万元。除了政府给的那部分钱以外，张成亮说，“剩
下的4万多都是借的高利贷，三分利的。”

其实，这些年张成亮为了生计在内蒙古和山西都
打过工，从维修工到煤矿工，但每次时间不过一两个
月。“在内蒙古那边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修水渠、铺
水泥板，一个月一千多，但累得腰疼得厉害”，他说，在
山西，他下矿井做了两个月的煤矿工人，但由于害怕
跟姑父一样得“尘肺病”，所以在姑姑的劝说下也就回
来了。

“老家那边来过的人都说这边能讨到钱”，张成亮
说，“我们就过来讨点孩子的学费，开学了再回去。”谈
到以后的打算，杨娴希望丈夫能在外面尽快找到工
作，她就带着孩子在老家种田，两个人供孩子们读书。
当问到以后是否还会带孩子们来北京乞讨，杨娴说再
也不来了，“我害怕，我从来没去过那里……”说完她
长叹了一口气。

而对于三次来北京的柳英来说，明年，她同样不
想再来北京乞讨了。这并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妈妈
因为生计而要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因为自己不
想再读书，要在家照顾弟弟。“我自己不想读了，我会
在家照顾弟弟，妈妈可能会出去打工。”她的理想是成
为一位服装设计师，弟弟柳杰则想成为一名航天员。

对于这段在北京的生活，柳英不会忘记的除了人
们对他们鄙夷的眼光，还有的就是天安门城楼。

“我自己悄悄地去看过天安门，那边人多，我没敢
带弟弟去。”柳英说，她也只看过了天安门，她说以后
想带着弟弟和妈妈一起爬长城，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和
大熊猫。

这是第三个暑假来京乞讨

行乞第三天被抓

躲不开的乞丐江湖

北京跟想象的不一样

■乞讨儿童

来京乞讨带着暑假作业

在地铁里乞讨的儿童

妈妈在固定地点等待乞讨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