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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气候炎热、空气干燥、用电量剧增，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消除火灾隐
患，预防火灾发生，要时刻保持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暑假期间，凉爽的游泳池、
城市水库、大型水上项目游乐场以及一些人工或天然水体成为很多孩子向往的场
所，亲水可以消暑降温，但首先要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全家自驾游，旅途欢乐
多，但儿童乘车安全不能忘……本期，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就如何防范火灾、溺水等夏
季安全隐患，提出的看法和建议。

夏日安全别

前些天，杭州网红打卡地龙鳞

坝再次吸引了大家关注。不过这次

大家关注的，可不只是水坝独特的

美景和夏日戏水的欢乐，而是安全

问题。有网友爆料，龙鳞坝发生了

儿童溺水的意外。一名十多岁的女

孩从溺水到被救，等了 20 分钟都

没见到孩子的家人。原来是来此

“打卡”的家长让孩子单独玩耍，自

己则光顾着拍照，忘了照看孩子的

安全。

事发后，孩子的家长胆战心惊，

泪眼婆娑。围观人们纷纷追问、责

备。可据游客反映，在景区内，家长

让孩子自己玩耍的情况并不少见。

由于最近这段时间，该景区发

生了多起孩子溺水事件，甚至有一

天，营救了三名溺水孩子。针对这一

情况，当地赶制警示牌并加大宣讲，

配备了救生圈，水性好的村民也加

入了巡防队伍。但分析事故原因，家

长责任心和安全风险意识的不足是

难辞其咎的。因为溺水的孩子，大多

都父母不在身边，甚至忙着自己拍

照去了。风景再美，作为家长也不该

迷失其中，忘了孩子的安全。

每年暑假都是旅游旺季，很多

家长都会安排亲子游、全家游，带着

孩子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然而，每

年的这个时段也是各大景区儿童走

失、溺水的高发期。有的孩子落水

了，父母不知道；有的孩子走失了，

家长却等到景区广播“寻找家长”的

时候才惊觉“孩子不见了”。当然，

家长大都会胆战心惊、懊悔不已。可

这样的现象每年还是会时有发生。

对于“光顾着拍照的父母”，是不是

也该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了呢？

父母承担着孩子的监护责任，

有看护孩子的义务。这是法定的义

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些粗心的父

母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却有些忘乎

所以了：让孩子“一边玩去”，自己

则忙着“美美哒”拍照发朋友圈。这

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想起珠海市开展的一次“家长

培训”活动，对家长的教育方式、引

导方式、关爱方式、监管方式进行科

学化教育，达到标准之后才颁发“家

长证书”。此举虽无法律约束力，但

从唤醒家长的责任心这一点上说，

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光顾着拍

照、忘了孩子的父母正是需要接受

培训的“待合格”父母。

对于因主观原因未尽到看护义

务的家长，除了一些舆论上的批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家长培训”

的做法，由相关部门制定一个具体

标准，要求他们进行“学习培训”，

强化其责任心和安全风险意识。对

于拒不配合或屡教屡犯者，则可通

过媒体曝光、行政手段甚至法律惩

处，迫使“失职”家长接受教训，并

在全社会形成一定的警示作用。

暑期亲子游，
别当“光顾着拍照”的父母
郝冬梅

夏季到来，气候干燥，许多物品

容易自燃，是火灾多发的季节。有的

外卖骑手或者小区居民为了省事，

将电瓶车放在过道或单元楼下用拖

线板充电。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是十

分危险的，拖拉电线板充电是最容

易使电瓶车自燃和引发火灾事故

的，一旦燃烧将危害整个区域或整

幢大楼的人身财产安全。

夏季温度高，天气炎热，现代化

家庭大功率电器使用增多，空调、冰

箱、电风扇等纷纷登场。很多家庭常

常是几种电器同时使用，而且用电

时间也随之延长，一天24小时很多

电器都在不停地运转。一旦用电不

慎或电器超负荷运转，线路过热，很

容易造成电线短路等故障，引发火

灾。特别是有的电器由于老化，使用

时间过长，加上通风条件不好，积热

难 散 更 是 容 易 发 生 电 器 爆 炸 和

火灾。

因此，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显得尤为重要。家庭火灾的发

生确实有防不胜防之处，所以还

需在日常生活中有几种处理火灾

发生的处理预案，一是家中常备

灭火及逃生器材。首选当为水基

家用灭火器，轻便易操作，可争分

夺秒地扑灭初起火灾，高效且对

人体无害；逃生时也可预先喷自

己一身（干粉灭火器直接往人身

上喷射可是有生命危险的），然后

带着阻燃水膜层安全穿过火障；

被困时甚至还可以用来解渴。当

然钢瓶里的水基灭火剂大约每隔

3 到 6 年需更新一次，不然压力表

的指针越过黄线，就只能解渴，而

不能有效灭火了。

其次防火毯也是个不错的选

择，初起火灾覆盖防火毯可使火焰

缺氧窒息而灭亡，再不济也可以用

防火毯裹上孩子或行动迟缓的老人

逃生，比被子、毯子用水淋湿裹住身

体防火效果好，且节省宝贵的逃生

时间。

多功能消防手电筒也是个宝

贝，白天可以发出求救警报声，夜晚

可以警报加上能穿透烟雾的强光

束，使消防员快速准确发现被困人

员；手电筒尾部的消防锤也可在逃

生时砸破窗户。

切记各种火灾逃生时都勿忘

用湿毛巾之类捂住口鼻，弯腰前

行，近地面 0.9 米左右浓烟稀薄，可

以防烟气中毒或窒息。逃生路上更

切忌前拥后挤，有实验表明，有序

地疏散比争先恐后的速度要快好

几倍。所以生死关头不拥挤，是为

他人，也是为自己。最不可取的是

因抢救财物而延误逃生时机，能带

走的几乎用身份证都能补办，而且

只要人在身份证也能补办。

消防安全重于泰山，平安家园

人人有责，水火无情，广大居民要提

高防火意识，学会保护自己，关爱生

命，尊重他人的生命，消防安全警钟

长鸣才能乐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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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前不久，北京市商务局透露，今年1至5月北京市共建设提升便

民网点787个，涉及蔬菜零售、便利店（超市）、餐饮（早餐）网点等。

2019年北京市计划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早餐、美容美发等

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000个。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一些曾栖身于大街

小巷的小卖部、小修摊、早餐摊、临时小菜市等便民商业小摊点，如

今已难觅其踪。如何平衡城市高速发展与居民生活便利之间的关

系，如何满足居民生活消费多样性的需求，便民小摊点何去何从？对

此您有怎样的看法或建议，欢迎来稿与我们分享。

欢迎大家就以上话题来稿与我们交流！

字数 1200 左右为宜。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电

话，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如果您还有其它的关注

点，欢迎告知我们，我们将根据关注点的热度进行策划。

邮箱：jswmtl@163.com

934941801@qq.com

暑期期间，游泳溺水事故尤其是

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如何

防犯溺水事故的发生？这个问题年年

都被提及，答案其实只有一个：行动。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都必

须将防范学生溺水的举措付诸行动，

才能取得实效。比如，将游泳技能培

训纳入学生体育课必修项目，让学生

掌握游泳技能和溺水自救常识。做好

这项工作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和政

府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大宣传，普及

防溺水知识和自救技能，扎紧防范溺

水事故的安全保障网。

然而在现实中，落实防溺水事

故工作，也面临着一定的具体困难。

比如，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河段、

山塘、水库等水域大都散落在不同

地方，难以做到集中管理。是否可以

将这些散落的水域一层层分解到相

应的乡镇村组、街道社区、基层派出

所等具体单位，由这些具体单位根

据水域分布的地点，再将管控责任

细分到人，并主动采取设置警示牌、

常态化巡查等举措，将防范溺水工

作真正落到实际行动上。我们相信，

通过这种“层层分解，责任到人”的

细化措施，不留防控空白点，将防范

溺水事故的安全保障网覆盖到“最

后一米”，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暑期

学生溺亡事故的发生。

“层层分解，责任到人”，从方式

方法上看，也许是一个“笨办法”，

但从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上看，却

很可能是防范暑期学生溺水的最后

一道“堤坝”。

溺水事故多集中在夏季，尤其

是暑假期间，学生放假往往伴随着

溺水事故的高发。故而，在这段时间

内，集中政府、社会和民间力量，用

“层层分解，责任到人”的“笨办法”

防范溺水事故，只要相关部门、单位

和责任人能够各尽其责，群防联治，

形成合力，一定会有效地遏制暑假

期间学生溺水事故的频发。

每年夏天,青少年溺水事件都

是难以避免的“夏暑之痛”,时不时

地有悲剧事件见诸报端。据媒体报

道,溺水已成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

的头号死因,全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

溺 亡, 其 中 14 岁 以 下 的 占 比 高 达

56.58%。从近几年的数据看,溺亡事

件在农村地区呈多发趋势。

农村中小学生溺亡事故多发,背

后固然有农村地区水网密布、学校

安全教育相对不足、留守儿童缺少

管束等因素,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

深层次原因,是农村学生的暑期生活

非常单调。暑假期间,玩水、野泳、摘

莲蓬等活动是很多农村学生的假日

乐趣,因而增加了溺水隐患。

城市家庭的经济条件更优越，

每年这个时候,家长们大多会让孩

子以参加补习班、夏令营、国内外旅

游等方式度过暑假。即使经济条件

相对差一些的城市家庭的学生,也

有机会享用公共图书馆、体育馆、博

物馆等丰富的城市公共资源。

相比之下,农村学生的暑期

生活就单调得多。在很多农村地区,

篮球场、乒乓球桌等基础设施不常

见,图书馆、博物馆更少,各种文体

活动也几乎没有。加上很多农村孩

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老人们也管

教不严,孩子们“没有好玩的地方,

就只好去玩水了”。

此前,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院长江红义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指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是农村小孩溺亡事件频发的重要

原因。公共服务资源能给儿童带来

更丰富的娱乐消遣,农村地区缺乏

相应的资源是孩子们热衷于玩水的

重要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要改变农村青少年

溺亡事件频发的现状,除了媒体呼

吁较多的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地方

政府系统性排查隐患点、强化家校

互动等常规的手段之外,还必须想

办法丰富农村中小学生的文化生

活,填补暑期空白,让农村青少年们

找到玩水、野泳之外的其他乐趣。

具体来说,一是要增加公共服务

投入,解决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的

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建设,因地制宜

建设一些文体场所和设施,这是让农

村学生和村民都受益的善政；另一

方面,要想办法把农村学校已有的图

书馆、阅览室、体育设备等用起来,让

学校成暑期好去处。

二 是 要 把 与 丰 富 农 村 文 化 生

活 有 关 的 政 策 落 实 到 位。此 前, 为

推动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

村地区陆续建立了农家书屋,但部

分农家书屋存在开放时间短、少儿

类图书少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改

变。此 外, 当 前 还 有 一 些 针 对 农 村

地区的“文化扶贫”项目,有关部门

可 以 积 极 争 取, 推 动 文 艺 、少 儿 科

技展览下乡等,让孩子们的暑期生

活更丰富。

此外,加强城乡资源统筹也是一

个可行的思路。教育部门可以通过

“结对子”的方式组织一些暑期活动,

比如组织农村孩子到县城或市里游

学,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城市里的文化

宫、博物馆等资源,或是组织志愿者

到农村地区支教、开展实践活动。多

措并举,不仅有助于填补农村孩子的

暑期空白,减少安全隐患,更能帮助

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据《新华每日电讯》）

暑期是全家自驾出游的旺季，

驾车旅行在给予人们便捷的同时，

事故概率也随之增加。尤其是近年

来我国儿童交通安全问题日益显

著，交通事故成为儿童意外死亡的

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中国道路

交通安全蓝皮书（2018）》中所做的

市场调查问卷研究显示，有将近一

半的样本群体对于儿童安全座椅

的作用以及使用尚未形成正确认

知。实践中，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

率仅为 1%。

有网友认为：“孩子总爱动，不

喜欢坐，不用也没事吧？”“儿童座

椅不便宜啊又要花一笔钱，有必要

吗？”这也是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得到

普遍重视的原因。其实正是因为儿

童天性好动，才有必要用座椅来约

束其无意识的行为，保障其安全。正

是因为家长的侥幸之心，才往往会

让孩子遭遇伤害。

世界上已有 96 个国家和地区出

台了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法律

法规，上海、深圳、山东等省市也已

将 4 岁以下儿童强制使用安全座椅

写进了地方性法规，但我国目前《道

路交通安全法》条款中没有专门针

对儿童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

加之现阶段我国驾驶人对于儿童乘

车保护的意识还比较匮乏，导致儿

童行车安全成为儿童安全保护的短

板。

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

行为规范，具有明示作用预防作用，

因此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立法规

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确有必要。加

快儿童座椅强制使用立法，弥补法

律短板，提高我国儿童安全座椅使

用率，有利于减少儿童乘车伤害事

件的发生。

当然，立法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的儿童年龄以及儿童安全座椅的

质量、价格如何监管等问题，都还需

要科学论证，集思广益，力图完善。

同时还要加大法规宣传，提升规则

意识、文明意识，强化家长的监管责

任，保护儿童乘车安全。总之，树立

正确的儿童道路安全观念，建立健

全儿童乘车安全法律已刻不容缓。

（据《法制日报》）

立法规范使用儿童座椅
应成为“安全第一条”
斯涵涵将防范溺水保障网

覆盖到“最后一米”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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