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岁的杭州民警陈伟钧从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接到一个孩子报

警。

那是3月28日晚上9点多。

“警察叔叔，爸爸一天没回家了，我们没吃饭，好饿⋯⋯”男孩的声音听

起来八九岁，表达清晰，准确说出了租房的地址、家里情况和诉求。

“我们马上赶往现场。”陈伟钧是杭州富阳城西派出所社区民警，这个

来自孩子的求助电话让他多少有些意外，“通常这种情况下比较多的是邻

居等周边人报警。”

陈伟钧和金秋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到了男孩家。9岁的男孩和7岁的妹

妹正在房间里安静地看电视。

男孩说，妹妹感冒了，一天没去上幼儿园，到现在没吃上一口饭。陈伟

钧自己也有两个女儿，听了很是心疼。

经过耐心询问，他了解到兄妹俩无法按时吃饭可能是常态。因为父母

离异，兄妹俩和开网约车的爸爸一起生活。这天男孩晚上放学回家，迟迟

没有等到爸爸回家，本想给爸爸打个电话，但是电话手表欠费了。

一个单亲爸爸努力带着两个娃在异乡生活的辛酸和无奈，展现在了陈

伟钧面前。

“爸爸一天没回家，我和妹妹没吃饭”
小男孩一个电话，引来热心的警察叔叔、社区阿姨、房东奶奶、小店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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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中午，记者在陈师傅家见到了他。

陈师傅说，前阵子刚搬到这个热闹的农居小区，

是仔细考虑过的。妹妹的幼儿园就在附近，哥哥的

学校远一点，这里还有不少小吃店。万一有什么事，

孩子一喊，街坊四邻都能听见。“这房子月租 1000

元，车库300元，每月充电600元。”

走进他家，陈设简单，靠墙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制

茶几。陈师傅拿出几张凳子让大家坐下来。

厨房台面上还有早上来不及清洗的碗筷。锅里

煮了一些豆腐、叶菜，还剩一点米饭，那是一家人的

晚饭，“晚上热一热，又可以吃一顿。”

陈师傅说，在富阳打工这些年，有了一儿一女，

哥哥读小学二年级，妹妹上幼儿园大班。“我以前送

外卖，孩子妈妈也上班，我们在老家贷款买了房子。”

原本平静的一家，自从妻子离开后，日子就破碎了。

因为老家已没什么亲人，陈师傅只能把两个孩

子带在身边。“自己苦就苦一点，跑车时要吃饭，都是

炒面炒年糕对付一下，就是苦了两个孩子。”说到孩

子，这个40岁男子忍不住掩面哽咽。

他说，妹妹幼儿园的学费被催过几次了，这两天

才刚刚交上。“跑车的收入不高，今天早上到现在跑

了180元，正常好的时候一天能跑300元，要支出房

租、车贷等，日常开支每天要控制在30元以内。”

陈师傅说，两个孩子吃得最多的就是拌面，点炒

菜的话起码要几十块，花不起。

哥哥的日记本里有一篇《吃饭》，字迹很端正，他

写道：“今天爸爸带我去外面的饭店，里面的菜色香

味俱全，非常好吃，我竖起大拇指说，太好吃了！我

在饭店里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女儿说，如果爸爸没钱了她就不上学。晚上回

来，她还给我留了一块饼干吃。我对不起孩子。”陈

师傅哭泣起来。

每天早上六点半，陈师傅烧好面条，给女儿梳辫

子，把孩子们送去学校后，就马不停蹄出车。

幼儿园和小学都是下午3点50分放学，孩子们放

学回家成了一个难题。“妹妹还好，房东阿姨会帮着接

回来，哥哥坐车回来要十来分钟，我有时候接到远的

单子就赶不回来，有时让班主任帮忙打车送回来。”

晚上孩子写作业、吃饭、洗澡，根本没办法照

顾。家里装了个小摄像头，陈师傅空下来会通过手

机看看两个孩子。想爸爸的时候，小女孩就在电话

手表里发语音。

家里储存最多的是泡面。“我让孩子去快餐店买

饭，碰上下雨天他就不去了，还总让我别担心。”

家里储备最多的就是泡面
离婚后忙于生计，“对不起孩子”

4 月 9 日，钱江晚报记者来到富阳，见到了陈伟

钧。

那天第一次和兄妹俩见面后，陈伟钧的心里就

有了牵挂。

他告诉记者，男孩想到报警，是因为爸爸教过

他：平时不能碰煤气和电，发现起火就拨 119，不小

心受伤要拨 120，遇到危险或难处要打 110 找警察

叔叔帮忙。

那天见到兄妹俩后，陈伟钧请他们到楼下的沙

县小吃吃了两屉蒸饺和馄饨、拌面。沙县小吃的老

板对男孩有印象，“哥哥很懂事的，经常一个人打包

一份拌面，只要5块钱。”

随后，陈伟钧电话联系到孩子的爸爸陈师傅（化

名）。陈师傅是贵州人，40 岁，在富阳打工多年，每

天早晚高峰是他接单黄金时间。接到民警的电话，

他才知道两个孩子饿了这么久。“我往常都给儿子一

点钱让他去买面条或快餐，当天忘了留钱，晚上又接

了个长途单没能早点回家。”

孩子们吃饱后，社区工作人员谢菁领他们到超

市买了面包、饼干、牛奶等。

之后几天，因为放心不下，陈伟钧和社区工作人

员又多次上门看望兄妹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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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挣钱还要照顾孩子，生活正在狠狠考验

这个中年男子。

当务之急是，能不能帮孩子们找到一个稳

定的“小食堂”，解决日常晚饭？

“我就住在楼上，现在生活好了，孩子们来

吃饭不是问题。”房东阿姨告诉记者，她知道陈

师傅家情况后，经常会下来看看。有一次陈师

傅早上 9 点多给她电话，说孩子们还没吃上早

饭，她就蒸了几个肉包子送去。

“小女孩喜欢我，叫我‘房东奶奶’，上回我

烧了红烧肉让兄妹俩来吃饭，小女孩说过年时

吃过红烧肉，一下吃了两碗米饭。”房东阿姨说，

有时间她和车库的房东会轮流接小女孩，孩子

要吃饭，直接到楼上找她就是了。

陈伟钧也找过沙县小吃的老板，对方一口

应承：孩子可以先来吃饭，后面再付钱。

金秋社区工作人员谢菁则细心地把社区

24 小时值班电话号码输进孩子们的电话手表，

“如果找不到爸爸，可以找房东奶奶，也可以找

社区的阿姨、警察叔叔，我们都会及时过来看你

们。”

前几天晚上 9 点多，谢菁就接到了男孩打

来的电话，说晚上没吃饭，想吃面条。谢菁骑上

电瓶车，买了2碗面条就送过去了。

金秋社区党委书记徐晓华告诉记者，社区

外 来 户 占 了 一 半 ，陈 师 傅 一 家 刚 搬 来 没 多

久。关于孩子的吃饭问题，虽然社区目前没

有食堂，但是正在对接辖区一些餐饮店解决这

个问题。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陪伴也很重要，我

们还想发动一些心理方面有专长的居民，常上

门看看孩子，也会邀请孩子参加社区举办的一

些活动。”

记者了解到，男孩就读的学校也关注到了

这一家人，表示平日里会多关照孩子。

陈伟钧还接到一些热心人士打来电话，希

望资助孩子们。

“我是很硬气的人，但是为了孩子，我很感

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陈师傅红了眼眶。

当务之急是找个“小食堂”
房东奶奶、小店老板都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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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作文，寄托着他的愿望 方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