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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出走反思家长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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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书书包包很很重重，，孩孩子子很很累累

我来抛砖

漫画：孙雪娇

@在镜头里呼吸：儿子上了一个月的学了，书包
的重量一天重起一天。所有课本每天来回都要背着，
再加上水杯、手纸、垃圾袋等装备，一个书包家长拿
着都觉得很沉，背在一个小学生的脊梁上可想而知。

怀揣礼让之心，给彼此多些尊重

我有话说

爱心黄手环，饱含社会的关怀

牟洪涛(芝罘区)

据报道，“IN”公益组织打
算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礼让斑马
线，人过车再行”的大型公益活
动，首站启动仪式于10日在烟台
举行。

说实在的，看到这一消息
后，心里是由衷地高兴，希望以
此为契机，在繁忙的交通状况
下，人们都能够提高素质，使人
身更安全，道路更顺畅。交通秩
序的好坏，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
明建设水平，也是城市综合治理
水平的“缩影”。

应该说，包括我在内的大多
数行人认为，机动车应该礼让行
人。做为无车族一员，我经常出
门走一走，感到最难的是过马
路，机动车在斑马线(特别是在
无红绿灯路口)礼让行人的情况
很少，机动车司机避让行人的意
识太淡薄了。每次经过路口时，
我们都要等路口积攒到很多人
时，大家集体过马路，这样人多
力量大啊!在文化路听一位过路
者发牢骚说：“谁说斑马线是信
号灯？对司机来说，斑马线啥也
不是！”人车对立情绪可想而知。

行人相对于机动车属于弱

势交通参与者，斑马线是保障行
人安全通过道路的交通信号，行
人在斑马线上有特别的通行权。
新交规加大了对不按规定礼让
行人的驾驶员的处罚力度，这发
出了信号：不要再蔑视行人的路
权。

话说回来，道路上的交通
行 为 ，无 论是机 动 车 还是行
人，不妨暂且把道路权放在一
边，把安全放在首位。希望不
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驾驶员，
人人都能够提高素质，怀揣一
颗礼让之心，给对方多一点尊
重。真正的马路文明不是罚出

来的遵法守规，而是发自内心
的 彼 此 尊 重 。告 别“ 车 不 让
人”，除了严格执法、规范行为
外 ，还 要 多 进 行 一 些 正 面 引
导，唤醒每个交通参与者心中
的谦让和宽容，给对方让出一
条 安 全 的 通 道 。让事故 少 发
生，使人身更安全，道路才会
更加顺畅。

我们已经步入汽车社会，马
路文明建设不容忽视。希望通过
礼让斑马线活动促进市民文明
素质的提高，减少争抢，增加礼
让，让我们的马路文明延续、永
久，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刘岩(芝罘区)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首批
100个爱心黄手环免费送老人，
开启了“定制黄手环，带爸妈回
家”大型公益活动的序幕。今后
将有更多的老人享受到由此而
展开的更多的关爱老人活动。

老人易走失，已不是一个家
庭的苦恼，正逐渐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问题。以全社会的力量，构
建手拉手的爱心链接，给老人提
供帮助，避免老人受到更多伤
害，是解决这一社会性问题的最
好出路。而齐鲁晚报以媒体优

势，集合全社会力量，唱响了关
爱老人的爱心主旋律，弘扬了社
会美德，树立了良好的公益榜
样，让人们在渐浓的秋意里感受
到了心与心交融的温暖，这比仅
在老人节期间突击“敬老”更实
际、更有意义。

爱心黄手环的顺利实现链
接需要很多细致、繁琐的工作。
老人信息的统计、志愿者的积极
参与是让链接通畅的重要环节。
在感谢这些公益活动之时，我们
更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志
愿者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关爱
老人的风气。在面对每一个“黄

手环”时，热情地伸出我们的双
手，给他们一份关心和照顾，帮
他们打一个电话，给他们一份食
物，陪护他们一程，缩短一段回
家的路，减少一分回家的时间。
全社会的共同携手，才会让这个
链接绵延下去，才会让更多的老
人享受到实质的服务，黄手环才
能真正发挥作用。

爱心黄手环的意义远不
止仅让老人回家，与此相链接
的是老人的生活照料、病患陪
护、日常陪伴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黄手环的
链接上，相关的服务将陆续展

开，这就大大扩展了关爱的老
人空间，使黄手环关爱老人活
动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以黄
手环为链接的起点，与养老服
务的相关产业都可以链接进
来，家庭养老、日间照料、病患
陪护、保姆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都可以与之相链接，从而为老
人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系统
化、标准化的养老服务，让整
个社会的养老服务逐步走向
正规化、专业化道路。以黄手
环开启全社会关注老人的新
风尚，那就具有了更深远的意
义。

毛旭松

就是因为不爱写作业，跟家
长产生争执，孩子负气离家出
走，这是近期见诸报端的多起孩
子离家出走的事例之一。言语不
和，动辄离家，有人问：“孩子到
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脆弱？”一
个巴掌拍不响，孩子负气离家固

然不对，但毕竟是孩子，容易意
气用事。我们的家长呢？是不是
应该反躬自问：“我的教育方式
是不是存在问题？”

往前推几十年，那时候一家
孩子好几个，家长要忙工作无暇
顾及这么多孩子，孩子们基本处
于自由放养的状态。现在情况可
大不一样了，一家只有一两个孩
子，真是万般宠爱于一身，甚至
有些家长辞掉工作专门照顾孩
子。以前孩子打打闹闹，身体皮
实抗挫能力也强，现在的孩子从

小宠惯了，到了青春叛逆期，就
会因为跟家长的一句话不对付
离家出走。家长还以自己小时候
作为标杆，从小打骂中成长，根
本意识不到某句话已经刺痛了
孩子的自尊心。

由于我们缺乏现代家庭教
育的基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
陈旧观念一时难以去除，导致家
长对子女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
的状况：要么严肃到横眉冷对，
对孩子管得多，理解得少，缺乏
足够的尊重，日常疏于沟通，只

是把孩子当成考试工具，一味逼
孩子考出高分数。孩子虽然表面
上看不出反抗，内心却像弹簧一
样，压得越紧，抵触的情绪越重。
要么溺爱到什么都依着孩子，生
怕孩子受什么委屈，可孩子不只
和家长接触，在跟老师或同学的
接触中出现摩擦，也容易情绪失
控。显然这都不是什么科学的教
育方式。

家长可别轻易以自己的心
理去揣摩孩子，现在的孩子可不
是你想当然的那样。家长和孩子

间最好的角色是朋友，朋友间可
以敞开心扉，充分沟通，化解因
年龄差距产生的代沟。家长可以
试着去接触孩子的世界，多留意
下孩子的日常生活，比如孩子喜
欢的明星、阅读的书籍等。只有
深入了解孩子的心理，才能在问
题出现时能够从容地应对。孩子
毕竟是孩子，那些成长的关键几
步还是需要家长来把控方向。

祝愿那些负气离家出走的
孩子能够早日平安归来，但愿家
长的心焦和找寻只是虚惊一场。

小区居住人群组成的文化
环境和思维习惯成本也是看不
见摸不着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环境有可能会左右一个人的性
格和思维习惯，什么样的环境产
生什么样的人。以我对贫穷世袭
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看，最难
改变的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养成
的思维习惯。而这个，往往才是
决定人贫富差距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未必
有多么深奥的理论，却是深谙其
中的道理。

——— 童大焕(时评人)

中国目前不能在自然科学
领域取得诺奖，主要原因是基础
研究的积累不足。诺奖一般发的
是10到20年前的成果，而一个诺
奖级成果，其相关领域起码需要
20年以上的充分发展，这是一个
整体工程。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
时间，其次是整体投入，而不是
每次诺奖开票之后，从各种鸡毛
蒜皮的角度找差距，找自卑。

——— 桔子树(作家)

新闻：深圳豪宅区华侨城波
托菲诺纯水岸别墅区的两户人
家因养狗没栓绳的问题打起来
了。随后，一方发网帖指对方是
官员，财产来源不明。另一方则
回应称，涉事方是临聘教师，亲
叔叔系某区常委，财产来源不
明。(南方都市报)

点评：都是自家人，不要这
么闹，让老百姓看热闹。

新闻：“十一”假期刚刚结
束，京城就陷入了十面“霾”伏
中。8日上午9时10分，北京市气
象台发布了今年下半年首个霾
黄色预警。下午5时，北京市空气
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

“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受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空气小、湿度大，
污染物扩散条件差，9日白天的
首要污染物仍是PM2 . 5，空气质
量指数预计在260至280之间。(北
京晚报)

点评：一拉窗帘以为眼瞎了
呢！

新闻：10月8日，山东济南历
山东路2号一居民楼出现楼体柱
子多处开裂用透明胶带捆绑固
定的情况。现场四单元顶楼位置
两根悬在半空的柱子由两根绳
子拽住，一些居民反映，外出家
门十分担忧，有时抱头出行。(新
华网)

点评：胶带你可得坚持住
啊，这楼就靠你了。

新闻：买部一万多元的三星
W2014手机，即可获赠诸如尾号
是999999的手机靓号，顾先生一
下子花9万多元买了8部，商家却
称要先预存10万元话费才能给
靓号SIM卡，使用三年后还得交
50万元续约金。(北京晨报)

点评：这买手机的也是有钱
买罪受。

@刺儿头：俺建议把书从书
包里拿出一部分减轻重量，但书
包还要让孩子背着。

@应林：作为一个孩子的父
亲，我不想对社会未来的教育作
很多猜想。我只希望：拖着拉杆书
包上学的孩子不再成为学校门口
的“风景”。

@清风如明：使用电子终端，
如人手一台iPad，利用各类软件
进行学习和教学。

@莫文：书包重量只是一个
表面问题，心理上的压力比有形
的书包要重得多。

@伊芙：孩子才120多厘米的
个头，体重不过50多斤，却要背五
六斤的书包上课，上下楼梯实在
太累了。可孩子上学前，书包里的
课本、作业本、其他辅导材料，以
及饮料水果等，却又是必须带的，
减轻也不行，况且同学也都是这
么背的。

@王学军：过重的书包让孩
子们因为负荷过量而身体疲劳。
他们不应长时间背负重量超过体
重15%的书包。

来源：17路论坛 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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