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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办法，不能再出事故了
□赵兴超

11 月 30 日凌晨 3 点前后，一辆双层
卧铺客车撞到大汶口桥南头的限高钢架，
3 人死亡，8 人受伤。(本报 2011 年 12 月 1

日 C04 版报道)

又是一起发生在大汶口大桥南头的
严重交通事故，12 月 1 日，死亡人数上升
到 4 人。算起来，这是今年 7 月以来在这
里发生并经媒体报道的第 4 起交通事故，
前两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04 国道泰曲段大汶口大桥，今年被
确认为危桥，从 7 月 22 日起禁止大型货
车、超过 3 米高的车辆通行。然而，虽然安

装了限高钢架，却屡屡有车辆卡住，甚至
带来严重伤亡。人们同情怜悯遇难者的同
时，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地方事故频出？
难道没有预防措施？

104 国道是一条重要线路，不能完全
阻断通行，所以相关部门采访好几个措施
预防事故，有路障、标识牌，也有 24 小时
值班人员疏导和反光警示。这起到一定的
作用，每天都有大量大货车、客车提前绕
行。也许有 99% 的超限车都接到消息绕
行，可 1% 的超限车快速冲上桥头发生事
故仍然让人心痛。

事故总是发生在凌晨，出事的又都是
外地车，我们不难看出原因：外地司机人

生地不熟，不知道有限高钢架。凌晨司机
疲劳驾驶或因雨雪天气能见度差，没有看
到限行警示。

我们不妨从提前通知和技术预防上
多下功夫。比如让通信公司设定一条预警
短信，当司机和乘客进入大汶口桥附近时
可以自动接收到短信；又比如在前一个收
费站或管理处提前告知司机；限高钢架附
近也要加强路障和警示设施的安置。此
外，行车万里，警戒心长存。乘客的生命掌
握在司机手中，只有司机警惕才能避免发
生事故。

人命关天，别让安全措施变成死神的
镰刀，把预防警示做得再充分些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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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高耿明：11 月 30 日齐鲁
晚报 B06 版《门口不挂牌，问卷血
检都保密》一文说艾滋病高危人群
正呈现低龄化趋势。我认为这是一
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觉得还得树
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纠正不良思
想，加强年轻人的恋爱教育及生理
卫生教育，使年轻人不致误入歧
途，阻止艾滋病继续蔓延。

市民吴志伟：12 月 1 日齐鲁晚
报 C09 版报到了一群大学生预防
艾滋病志愿者。这是一群非常可爱
的大学生，艾滋病不仅是个人问
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
群学生关注艾滋病，说明了他们在
校期间已经具备了社会化的眼光。
他们作为青年学生顶着社会上的
压力和不解，为宣传预防艾滋做了
很多工作，并且坚持了很多年，这
是更为难能可贵的。

市民高晓冰：11 月 30 日齐鲁
晚报报道了聋哑老人走失，在救助
站住了十多天的事情，12 月 1 日老
人的儿子看到消息去接回家。我看
了挺感动，还是好人多啊。一个老
太太又聋又哑找不到家，天又冷，
简直太可怜了，幸亏好心人帮她联
系了警察，安顿到有吃有喝又暖和
的救助站里，老人的儿子真得好好
感谢这些好心人。

本报“岱下茶馆”栏目邀您参
与 ,如果对泰城发生的大事小事 ,或
是对本报有何想说的话语 ,都可以
通过该栏目留言。参与方式:发送电
子邮件至 q1wbjrta@163 .com,或登录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官方微博留言
(http://t.qq.com/jinritaishan)。请在留
言中注明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 (陈新)

原谅孩子，该给家长敲响警钟

□梁敏

东平县彭集镇小高庄村一名 10 岁男
孩童童(化名)骑着爷爷的电瓶车出去玩，
不小心撞坏电瓶车，担心挨父亲打喝下农
药。幸好邻居及时发现并送到医院。(本报
2011 年 11 月 29 日 C03 版报道)

电瓶车只是后视镜和车头灯撞坏，受
损并不严重。可孩子竟然因为惧怕即将到
来的责罚，选择了自杀。“孩子才 10 岁，以
为把电瓶车撞坏犯了天大的事，能不害怕
吗?”孩子的爷爷陈兆海一语道破原因：孩
子他爸爸把童童打怕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孩子挨了多少打，可

看得出，他一定非常恐惧这一责罚。联想
到孩子的家庭，原因不单纯是家庭暴力。
母亲智力不好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
父亲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也不如正常
人，还有腰间盘突出，难以养家。在这样一
个家徒四壁，到处冷冰冰的家庭里，孩子
没有得到丝毫家庭温暖，总是因为一些小
事挨打。无法排解的负面情绪才是导致这
起悲剧的根本原因。

恐惧是需要释放的，“哭出来会好受
点。”这是人们排解负面情绪的常用方法。
因为恐惧或者悲伤的时候，压抑是无法排
解的，这些负面情绪会一直沉淀在身体
里。孩子犯错后一直不安，度日如年，恐惧

感不断积累，最终膨胀到孩子轻生。
这起惨剧其实是对所有家长敲响了

警钟。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因犯错
怕挨打而离家出走，产生心理障碍自杀的
也有不少例子。其实这都与孩子缺少家庭
温暖，心理异常有关联。

教育子女，既要有严父，也要有慈母。家
庭教育的关键是沟通和互动，父母的呵护可
以释放儿童的心理压力。父母的喜怒哀乐对
孩子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孩子往往能心领神
会，以情通情。家长要把“学会认知、学会生
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作为对孩子的终身
教育目标，点点滴滴、持之以恒，让孩子在生
理、心理等方面均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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