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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孟丽君

又是一年暑期到，可看看街头巷尾那形形
色色的培训班、辅导班，某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发出了和年龄不相称的感慨：暑期暑期，出了
校园门，再入辅导班。

昨日，家住焦作市的崔红玲女士给晚报发
来一封邮件，说了她对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愉
快暑假的看法，以下是邮件内容：

想想几十年前，哪有那么多的培训辅导班
啊，那时候的学生，最盼的就是放假，临近的时

候就掰着指头数。期待着假期一到，可以轻轻
松松地下河摸鱼，可以无忧无虑地捏泥人、捕
蝴蝶，可以开开心心地做一切自己在紧张的学
习期间无法去做的事。虽然生活上没有现在
这般殷实，但因为无拘无束的感觉，几乎每天
都是笑着醒的。

然而如今，学生们的书包比当年重了好几
倍不说，不到假期，父母便一个班一个班地
比较，然后一语定乾坤，为儿女们安排好了
一个紧张而充实的暑期。全然不管儿女是
不是对绘画有兴趣、是不是对弹琴有天赋、
是不是坐在那辅导班里就能安安心心地学
习，将英语、数学、语文、化学的分数再提升
几个等级。孩子们稍有怨言，做父母的就开
始苦口婆心地上政治课了：“多门才艺多条
出路，你知道爸妈当年多喜欢舞蹈吗？没这
种专业的培训班不说，就算有，家里穷也供
不起。现在你有条件了，怎么不珍惜呢？”

“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以你现在的成绩，
能十拿九稳地考上重点高中吗？考不上好
大学，将来你靠什么养活自己？”……

父母们说得声情并茂，可儿女们却听得是
有苦难诉。与其让孩子们这般心不甘情不愿
地踏进辅导班的门，倒不如让他们过一个称心
如意的假期，彻底放松一下紧张的身心。所
以，不要以爱为借口，剥夺了孩子放松的权
利。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的暑
期我做主！

作为家长，在暑期来临时，你是怎么做的
呢？是让孩子轻松地玩，还是给孩子报很多辅
导班呢？或者你也在苦恼。加入晚报QQ群，
和其他家长一起交流一下想法吧，或许有不同
的收获。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孟丽君 薛意茹

号外..：晚报，我给你说个事！
郑州晚报：什么事？
号外..：中午我送侄女上课，路上她给我

讲了个事。她学校门口经常有老爷爷、老奶
奶来要钱，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必到，
然后就有许多小朋友给钱。

号外..：小家伙跟我说，她经常给错口袋
里的钱，说她口袋里放的有 5元和 5毛的，一
次因为急着上课，没有看直接放那爷爷的碗
里了，回到班上想找5元钱买东西，才发现只
剩5毛了。

小怪兽：你侄女真可爱啊，孩子就是简
单，也没有问她心疼不？

号外..：问了，她说，“我都好几次了，我
心可疼了啊。”唉，小孩子就是傻乎乎的。

安然末年：小朋友肯定都给，他们看不清
是非。

小面人：那么单纯善良，肯定会给，买糖
的零花钱都会施舍给他们吧。

号外..：现在的小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给零花钱。

安小新：你就告诉她，要是奶奶来要你就
给，大老爷们别给！

小怪兽：为啥不给大爷啊？
安小新：一个男的，我就不信会比一个女

的更累，更吃不了苦，更不方便。
号外..：告诉她了，但是她说他们头发都

白了，看着可怜，但是她又说不明白为什么天
天给他们钱，还经常给错给多了，他们还那么
穷！

安然末年：他们能做事还乞讨？
号外..：我曾经一天在郑州4个不同的地

方见到一个大爷4次。
安然末年：我也这样，第一次给过了，第

二次还向我要。
号外..：我从来不给男的钱。
小面人：大学北路大桥下面有个拉弦子

的，盲人。我什么时候见什么时候给，虽然不
常去，虽然给的不多。

号外..：这也算是靠“劳动”挣钱吧。
小面人：这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木木很低调：人家拉弦子了，劳动所

得！
小面人：昨天我又路过那里，在他前面等

公交，给他一块钱。回头，看他在前面小桶里
摸索，共有一块一!然后用手又摸摸，好像在
分辨面值吧，我觉得人家真不容易，就又给他
一块！

小朋友零花钱多还大方
常有老人站在小学门口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