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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研究 

——以临泉县为例 

张玲玲
1
 

（阜阳师范大学 商学院，安徽省农民工研究中心，安徽 阜阳 236000） 

【摘 要】：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二代留守儿童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主力军，与上一辈一代留守儿

童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安全问题依旧存在。以阜阳市临泉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与个案研究揭

示出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结合当今社会热点话题，提出从开展“净网行动”营造健康互联网环境，

到政府、学校、家庭三方共同应对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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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关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的统计显示，近几年全国留守儿童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究其原

因，与城镇化水平加快、农民返乡就业增加等因素有关。曾经被民工潮裹挟着长大的一代留守儿童早已经长大成年，他们当中

有一部分辍学跟随父母脚步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而他们的孩子也重复上一代，成为了留守儿童。我们将 2000年之后出生

的留守儿童定义为二代留守儿童，对于二代留守儿童来讲，外界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那么如何提高二代留守儿童的生存

安全性？本文以阜阳市临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与半结构访谈法，对临泉县的二代留守儿童、监护人、父母等进行调查，

在总结分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探讨提高二代留守儿童安全性的对策。 

1 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由于留守儿童心智不成熟，自律性差，导致自身行为失控，走上违法犯罪

道路；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容易发生意外事故；三是留守儿童作为弱势人群容易受到他人的非

法侵害或人身伤害。根据对阜阳市临泉县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出当地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具有以下特征。 

1.1隔代监护比例高 

在临泉县二代留守儿童监护中，监护类型主要分为单亲监护、隔代监护、同辈监护、自我监护等方式。其中，隔代监护比

例最高，约占 78%，其次为单亲监护，隔代监护当中，基本上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为监护人，近八成学历层次较低，年纪

在 60岁以上，他们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问题缺乏一定的认识，认为孩子吃饱穿暖即可。另外，由于隔代监护人年龄较大，身体

也不灵便，所以即使孩子在玩耍过程中出现什么危险，监护人也不能及时加以阻止，在进行实地访谈中发现，烧伤、溺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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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烫伤等时有发生。 

1.2二代留守儿童接触互联网新媒体频率高 

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以前留守儿童和父母联系较少的僵局。现如今，微信、QQ 的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更为便捷，在阜阳市临泉县，实现了宽带网络全覆盖。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有利也有弊，与二代留守儿童深入了解后发

现，他们的课余时间基本上都耗费在手机上，对于互联网当中的暴力、色情等方面的负面信息，孩子们也没有明确的分辨意识，

再加上年纪较小自制力不强，很容易进行模仿，这也是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原因之一。 

1.3二代留守儿童性别差异导致安全问题不同 

在走访临泉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二代留守儿童当中男童与女童两者面临的安全问题具有差异性。对于留守男童来讲，父

母常年不在身边，和祖辈之间交流比较少，家庭生活相对沉闷单调，因此他们大多会选择和同辈之间进行玩耍，有的正处于青

少年叛逆期，父母无法进行管束，容易受人蛊惑甚至拉帮结派，为了所谓的朋友义气打架斗殴，最终造成留守儿童人身受到伤

害。而农村中留守女童由于身体上的弱势，比较容易受到侵害，尤其是近年来性侵案件频发，作案者多为熟人或者是一些留守

的农村老人，女童由于没有受到过一些生理知识教育，遭受到侵害之后被恐吓，也不敢向家长或者老师讲明情况，给自身造成

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创伤。 

1.4二代留守儿童偏于低龄化，监护人安全意识淡薄 

从临泉县二代留守儿童的年龄分布上看，首先，6～13岁的留守儿童规模最大，约占 61.2%，这部分的儿童基本上处在小学

初中阶段，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缺乏监督，学习成绩普遍不是很理想，虽然现在“00 后”辍学的数量较少，但在农村依旧

存在“读书无用”的思想，留守儿童学习积极性不高。尤其是临泉县不少村庄在拆迁过后，各家各户都有一笔数额不小的拆迁

款，村民有了拆迁款之后聚众打牌次数明显增加，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对孩子的关心程度也比之前减少，更不会

主动向留守儿童灌输安全知识。 

2 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2.1关注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是维护社会安全的需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一直以来追求的美好社会，而维护社会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社会安全主要包

括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而二代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监督教育，法律意识较为淡薄，隔代教育又难

以实施教育监管，使得二代留守儿童养成许多不良行为习惯，轻则打架斗殴、盗窃、破坏财物等，重则个别甚至会走上违法犯

罪道路。为避免二代留守儿童形成潜在的反社会人格，未来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应对其进行观察和教管，确保二代留守儿童形

成正确的家庭观、道德观，这样进入到社会之后，才能更有利于社会安全，才能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2解决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是家庭幸福的需要 

孩子不仅仅是社会的未来，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所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离不开孩子，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每个

家长的愿望，现在二代留守家庭一般每家只有一到两个孩子，和城市相比，留守儿童在农村面临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发生意

外的机率更高，尤其夏天是溺亡的高发期。2019 年 7 月份，在阜阳市临泉县两个女童失踪，全村人都帮忙寻找，直到下午三点

多，噩耗传来，两名小女孩不幸溺亡，一个幼儿园小班，一个幼儿园中班，两个鲜活生命的消失，毁灭的是两个家庭。所以，

关注二代留守儿童的安全，就是在保护一个个小家庭，有了小家庭的幸福，才有整个大家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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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注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是儿童成长的需要 

不良情绪的长期积累，会不利于儿童心理健康的成长，通过对以往一代留守儿童调查发现，在孩童时期，由于缺乏父爱或

者母爱，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敏感和自卑心理，往往缺乏安全感，不善于人际交往。通过个别的案例调查显示，留守儿童更易遭

受校园欺凌或者意外伤害，而留守儿童和父母常年分离，缺少与父母交流的机会，和父母之间存在隔阂，在一起时并不能真正

的敞开心扉，发生安全问题后，也基本不主动与家长沟通，这使得留守儿童遇到安全问题后没有能够得到及时解决，久而久之

会影响以后二代留守儿童的个人成长。 

3 二代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治理对策 

3.1坚守“扫黄打非”互联网主战场，开展净网行动 

互联网上的“黄”与“非”非常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引发违法犯

罪的重要诱因。那么，开展净网行动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呢？首先，建立健全互联网“扫黄打非”的相关政策法规，根据中国扫

黄打非网官网公布的政策法规来看，2019 年以来，关于“扫黄打非”法律法规数量明显增加，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等。其次，充分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据《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互联网普及率为 59.6%，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效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上网习惯至关

重要，比如做到不跟风、不实行网络暴力、不听不看有害信息等。 

3.2多方位加强安全教育，提高二代留守儿童安全意识 

一是学校要发挥安全教育的主导作用。要发挥学校安全教育的主导作用，既要从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方面进行指导，也要

从他们的心理方面进行疏导。要让学生学会应对常见意外事故的本领，例如发生火灾应如何逃生、发现有小伙伴溺水应该如何

呼救等；从心理疏导方面，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多为内心缺乏安全感、极度自卑和敏感，这就需要学校安排专业的心理老师来

进行疏导，同时也可以在学校设立一个心理咨询室，定期让学生去进行心理测评，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是家长以及留守儿童监护人也要接受留守儿童安全教育。一直以来，留守儿童安全教育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儿童，家长以

及监护人较缺乏这方面的教育，而在临泉县的调查当中发现，绝大部分属于隔代监护，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可通过走访口头

教育，或者举行集体的安全教育活动，提高监护人的防范意识。除此之外，父母也要定期接受安全教育，比如开设“家长课堂”，

对家长普及二代留守儿童会出现的安全问题以及防范手段，减低留守儿童的意外发生率。 

三是政府要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主体力量。安徽省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留守儿童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政府

为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例如确保每名农村留守儿童都有合法的监护人监护、在乡镇设立儿童保护监督

员等等。安徽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卫生计生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基层督查

巡查工作制度的通知》，进一步压实县、乡镇人民政府的属地责任。 

3.3鼓励农民返乡就业，加大农村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民政部公布的《2018 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显示，安徽省有 73.6 万名农村留守儿童，与 2016 年全国摸底排查数据相比总

数下降 12%。据安徽省民政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增加、父母返乡就业人员逐年增多、家庭监护意识提高

以及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农村户籍变成城市户籍是造成留守儿童数量下降的主因。临泉县许多村庄被拆迁后，土地已被征回，农

民已经不再以种地为生，有的地方被规划为旅游区，加大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鼓励农民返乡就业，这样一来，外出务工的人员

数量就会下降，留守儿童也会随之减少，从而提高二代留守儿童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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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少年儿童的成长和未来，曾深入到学校进行考察调研、同少年儿童代表座谈、给小学生回信、和孩

子一起参加活动等，并且叮嘱少年儿童要锻炼身体，每一个重要指示都凝聚着总书记对祖国未来的真挚关怀和殷切希望。二代

留守儿童的数量近年来虽然出现下降趋势，但依旧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成长也至关重要，而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安

全问题较多，需要政府、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来提高二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安全性，这样才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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