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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一名1 0 岁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

家人称其作业负担太重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曾渴望得到一盏台灯

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一如往常的寂静。细长的街道四通八达，连接着村子里的人家。阳光从街道两旁繁

茂的槐树、榆树中钻出来，一路斑驳。

孩子们上学去了，他们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去了，村子里的老人们，三五个聚在一起，话不多，眯着眼，静静地

坐着。

6 月 15 日 6 时 30 分左右，这个村子一名叫小阳的 10 岁孩子，摇醒睡在身边的哥哥，说了一句“我喝药了，不

用去上学了”。 半个小时后，他被送到离家约 4 公里外的乡医院抢救。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喝下了近半斤敌敌畏。

他的家，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竖立在大王村二大队入口，光鲜亮丽。

最后的“七项作业”

最后一次放学后

校方认为，家长找到学校谈

“作业重、体罚”的目的，是想从

学校拿到一笔赔偿。 他们说，小

阳之所以在 6 月 15 日这天出

事，另有原因。

小阳的舅舅樊伟回忆，14

日下午 4 时许， 小阳放学了，像

往常一样到他家骑自行车，他当

时还问了一下小阳，“妈妈在家

吗？ 他说在，我说妈妈还去新疆

吗？ 他说不去了。 ”

和所有小学生一样，小阳每

天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上 7

时骑自行车上学，奶奶会给 1 元

钱早餐费， 学校离家骑车大约

20 分钟，到达学校后，他会买一

点儿吃的。 然后，他把自行车寄

放在离学校不足 500 米远的舅

舅家。 到了中午 11时半，他会到

舅舅家取车，回家吃午饭，休息

一下后再去学校上学，又将车寄

在舅舅家。 下午 4点 20分放学。

到了双休日， 除了写作业就是

玩。

小阳和哥哥小东平时经常

打闹。樊伟和多位村民、老师说，

由于小东生过重病，因此，在日

常生活中，小阳和小东两兄弟之

间，家人会比较偏向小东。

樊伟说，6 月 14 日晚上，小

阳和小东又打闹起来，“当时家

人就偏向老大，打了老二，老二

跑出去了， 直到晚上 10 时多才

被找回来。他妈妈就说，先睡觉，

明天早上再起来写作业。 ”

樊双丽说：“我当时只是推

了孩子一下， 我自己的娃娃，我

怎么舍得打呢。 ”睡觉前，小阳还

跟妈妈说， 买一盏新台灯吧，他

要到另一张桌子上写作业。

因此，小阳第二天早上喝药

自杀，让家里人都觉得奇怪。“事

发前， 家人都没有发现什么迹

象。当然，也可能有什么迹象，由

于我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

多，对他不了解，没有注意到。 ”

在家人看来，小阳是一个很

开朗的孩子，长得很漂亮，还很

机灵，也很勤快。

在小阳家二楼客厅里， 桌

子上放着一个鞋盒， 养了上百

条蚕； 客厅窗台上， 摆放着三

盆仙人掌。 家人说， 那都是小

阳侍弄的。

新楼房与寂静的村庄

小阳出事的当天， 家人一直没敢告诉他父亲

刘军良。 直到第二天， 二姐给刘军良打了一个电

话：母亲病重，快点回家。 刘军良考虑家里有人照

顾，并且自己 20 日就要发工资了，就说等工资到

手后再回家，这笔钱可以用来给母亲看病。

又过了一天半，二姐再给刘军良电话，还是催

他回家，理由是“给你找了一个新工作”。

二姐不知道的是，在她打这个电话之前，樊双

丽也给刘军良打了一个电话， 而刘军良发现了问

题。 当时，樊双丽叫刘军良回家的理由是“妈妈病

重”，刘军良随口问了一句“你在什么地方”，樊双

丽回答“在樊伟家”，刘军良反问：“妈妈得了病，你

不在家里照顾，跑到娘家去干什么？ ”

接到家里的三个电话后， 刘军良感到家里出

大事了，没有等到发工资，借了 2000 元钱，乘火车

转道乌鲁木齐，于 20日上午回到蓝田。

刘军良今年 36岁，妻子樊双丽 35 岁，在小阳

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 他们就远到新疆阿克苏的

一家家具厂打工， 每年只有春节和收麦子的季节

才回来，甚至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忙，3 年没有回

过家。 小阳和 12 岁的哥哥小东同年近八旬的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

他们住在一栋宽敞的两层小楼里。 这栋楼是

去年 6 月份建好的，总共花了 18 万元，其中五六

万元是借的。 楼房建好后，小东突然生了一场“怪

病”，眼睛看不清东西，四肢乏力，送到西安大医院

治疗，花了 3万多元，到国庆节前后，病好了。

孩子的病好了后， 刘军良夫妻再次回到新疆

打工。 两人每个月都能拿到 1500 元左右，除去日

常开销，每月能剩 2000元。此外，他们在蓝田老家

还种了 7 亩小麦，每年能收入 5000 多元，充当孩

子的生活费、学杂费、老人的生活费、种子肥料灌

溉费用等。

在大王村， 像刘军良家这样漂亮的楼房并不

多见。

村子西口，一户人家正在盖新楼，十多位村民

在帮忙挖地基，他们看上去都是五六十岁的年龄。

一位姓刘的老人说，村子里有 300 多户人家，平均

每人 1亩 2分地，主要是种小麦和玉米，赚不了什

么钱，“能出去的都出去了， 在全国各地打工做生

意，360 行，做哪一行的都有。 村里剩下的都是老

人和小孩了。 ”

樊伟说，这个时节因为刚收完小麦，村子里回

来的一些壮劳力还没有走，“最安静的时候是冬

天，麦子长在地里，不用做农活，再加上天气冷，很

少有人出门，整个村子几乎看不到人。 当然，过年

还是热闹， 大家都从外地回来了， 鞭炮声此起彼

伏，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只要年一过，村子立马安

静下来。 ”

孟村乡中心学校老师介绍， 全校共有 330 个

孩子，其中一半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在家里看

着。 小阳自杀后，学校专门召开了主题班会，教育

孩子们珍惜生命、学会坚强。

长期研究留守儿童问题的陕西省家庭教育研

究会副会长王国琪说，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村劳动

力转移带来的一个社会问题，这起不幸事件，只是

发生在一个普通留守儿童家庭中的极端个案，原

因有多个方面， 甚至都无从查找导致小阳自杀的

最直接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孩子是孤独的，他有

自己的痛苦，有自己的煎熬，但没有人倾听，甚至

没有人发现，最终，孩子做出了一个让人惋惜的决

定，“父母不只是孩子的奶瓶， 还必须是精神食粮

的提供者。 ”

他认为，现阶段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对父母来

说，外出打工应尽量离孩子近一些，最好把孩子带

上，让孩子在自己身边学习、生活；对学校来说，要

加强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对政府和社会

组织来说，要尽可能在农村办好儿童活动之家，建

立校外教育机构。

7 月 1 日，樊伟告诉记者，小阳的父母已经将

今年收到的近 4000斤小麦卖掉了，他们在甘肃酒

泉新找了工作，打算近期带着小东前往甘肃，让孩

子在自己身边上学。（文中小阳、小东为化名）

（据《潇湘晨报》）

核

心

提

示

小东听说弟弟小阳喝药了，赶紧喊来了正

在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妈妈。

妈妈是几天前才从新疆回来的，因为家里

要收麦子。

樊双丽跑进房里，闻到一股浓重的农药味

道，农药瓶子倒翻在地。 这瓶农药原本放在一

楼客厅东北角一个暗红色柜子下面，去年买来

给果树除虫的，用剩下的就一直搁在那里。

樊双丽把孩子抱到院子里， 拼命灌凉水，

希望孩子把农药吐出来。

孩子的奶奶跑到不足百米外的孩子大伯

家，叫来大伯刘国良。

这时已近 7 时。 刘国良找来一辆三轮摩

托，将孩子送到乡医院，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

孩子又被送到蓝田县医院， 得到的同样是叹

息。

依照当地习俗， 小阳的遗体没有进村，爷

爷、大伯和一些村民处理了孩子的后事。

樊双丽一直在家里哭， 没有参加葬礼；孩

子的父亲刘军良， 此时还在千里之外的新疆，

还不知道这个噩耗———家里人不敢告诉他。

孩子为什么自杀？

樊双丽说，6月 15日早上 6时 15分左右，

她就叫醒了孩子，催他起床写作业，“因为孩子

前一天没有把作业做完。 他说，作业没写完老

师会打人。 ”

家人认为，作业负担重、老师体罚是导致

孩子自杀的原因之一。

小阳有一个专门用来记录每日作业的笔

记本。这本笔记已经记满了 11页纸，从记录来

看，他的作业一般每天有五项左右，其中写着

“星期六”的一天作业相对较多，有 13 项，包括

抄写课文重点内容、英语造句、写作文等。

他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后一次作业共有 7

项，包括：错的 20 遍默写；练习册、期中卷子和

5 单元卷子；听写 1 单元 ~2 单元生字，错的改

20 遍；1 单元 ~3 单元日积月累，必会；作文 __

的时候（成功、痛苦、快乐）；练笔；抄题。

家人认为，这个笔记本是孩子作业繁重的

直接证据。孩子的奶奶说，孩子作业多，有时候

一天做不完，就劝他第二天再做，“第二天他就

不敢去学校了，我就写请假条让其他孩子捎给

班主任，总共请了多少次这样的假，我都记不

清了。 ”

对于家长的质疑，孟村乡中心学校一位自

称姓张的老师和另一位老师说，学生作业负担

并不重，一、二年级不留作业，三、四年级作业

量半小时左右，五、六年级作业量控制在一小

时内，小阳是四年级学生，应该半小时就能完

成作业。

至于小阳记录本最后提到的“七项作业”，

这两位老师说，学校已经调查过了，是孩子把

作业记错了，其中有 3 项是 13 日的作业，另外

有 3项是应该 14日在学校完成的作业，只有 1

项作业需要孩子在家完成。

谈及小阳在学校的情况时， 张老师介绍，

表现一般， 成绩中上水平， 期中考试语文、数

学、英语都得了 80分以上。

一位和小阳同班的女同学说，

小阳在班里坐第六排， 没有外号，

与同村两个男孩关系很好，经常一

起上下学。 在她眼里，小阳学习成

绩“差不多”， 上课回答问题很积

极，喜欢语文、数学，两科老师都挺

喜欢他。

是不是存在体罚问题？

两位老师说，学校经过调查，

老师从来没有打过

小阳，也从来没有家

长反映过有老师打

学生的情况。 小阳的

班主任赵静老师说，

对于没做完作业的

学生，老师只会进行

批评教育，从来不会

体罚。

事件发生后，当

地媒体披露消息说，

小阳的同学反映平

时作业很多，“老师

不光打他（小阳），作

业写不完的都打”。

也有孟村乡中

心学校学生家长反

映，孩子的作业的确

很多，“为了不让孩

子熬夜，我都帮着做

作业。 ”一名家长说。

蓝田县教育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表

示，事发后，教育

局安全科等科室

人员曾专门进校

调查， 调查结果

是，学校不存在作

业超量和体罚学

生的情况，家长反

映的情况“不实”，

事情“与学校无

关”。

资料图片

小阳家去年新盖的两层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