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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农农村村娃娃安安全全知知识识
多多是是防防火火防防电电

我省人工耳蜗救助

申报结果开始公示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尹
明亮) 2014年山东省“七彩梦行动计
划”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第一批申
报人员的审核工作已结束。根据国家
人工耳蜗植入标准，经专家组审核，结
果已出。从11月10日起，已经在山东省
残联网站上开始公示。

据了解，在此次公示的第一批98

位申请人中，审核合格的人员有55位，
此次公示期为七天。联系电话为0531-
86158816。

据介绍，“七彩梦行动计划”是中
国残联为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
和康复，使贫困残疾儿童得到康复
而实施的一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2011年至2015年，中央财政将安
排专项补助资金，支持各地实施这
一项目。

根据项目计划，在聋儿康复方面，
将为中低收入家庭聋儿配发人工耳蜗
产品，补助人工耳蜗手术、术后调机和
术后康复训练经费；此外为1 . 8万名贫
困聋儿配发助听器，补助康复训练经
费。

省妇女创业大赛

14名选手获奖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尹
明亮) 11月10日，由省妇联、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等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山东省妇女创业大赛在济南圆满落
幕，进入总决赛的14名选手分获大赛
一、二、三等奖。

自6月份启动以来，本次大赛分拟
创业、初创业、成长企业三大类，经过
初赛、复赛的选拔，14名选手成功晋级
总决赛。大赛总决赛由评委会通过对
选手创业计划书、项目视频、商业实
战、个人陈述和现场答辩等进行综合
评审。

经过激烈角逐，王春轩、周燕宇等
2组选手获一等奖；魏邵娟、李春香、刘
月双团队、于日芬等4组选手获二等
奖；梁小玉、秦庆燕、李月红团队、张潇
月团队、吕新霞、艾怡燕、宋秀华、朱峰
等8组选手获三等奖。获奖选手将获得
创业扶持、创业培训、项目推介和小额
担保贷款贴息等相关政策的扶持奖
励。进入大赛复赛前50名选手的创业
项目将全部纳入山东省巾帼创业项目
库。

十佳助残先进

公示12日到期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尹明
亮)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山东省十
佳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拟表彰名单已在公示中，12日将是
公示期最后一天。

全省十佳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是根据《关于评选表彰
全省十佳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
个人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14〕455

号)要求，经逐级推荐和评选，并经全
省十佳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研
究确定的拟表彰对象。

此次确定的拟表彰对象包括山东
省助残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60个，山
东省助残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20名，
山东省十佳自强模范拟表彰对象10

名，山东省残联系统先进集体拟表彰
对象50个，山东省残联系统先进个人
拟表彰对象60名。

目前，公示仍在省残联网站进行，
如对公示的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
可向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情
况。省残联组织部联系电话为0531—
86158997。

与城里孩子不同，很多农村孩子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固然可以照顾起居，但这些孩
子的家庭教育却“父母缺席”。6日，5000本《儿童安全成长手册》发放给金乡县王丕镇、羊山镇的小学生们，
学生们在拿到安全手册后好奇的眼神、稚嫩的拼读，更折射出农村儿童对安全教育的迫切需要。

今年10岁的李春波在金乡
县羊山镇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李
春波的爸爸在广州打工，几乎一
年才能回一趟家。妈妈在镇上打
工，照顾李春波的任务自然落到
了爷爷奶奶的身上。

当被问到家长是不是讲过
安全知识时，李春波有些茫然。

“我骑自行车上下学，爷爷告诉
我过马路时要看车。”这就是李
春波理解的安全教育。“爸爸每
回通电话也只是交代我要好好
学习，并没提过什么安全问题。”

像李春波这样父母不在身边
的孩子，四年级三班有将近一半。

“班里边有69个学生，有一半孩子

的父母在外打工。”班主任付岩岩
介绍，“孩子的爷爷奶奶基本上只
能照顾孩子生活。老一辈对待孩子
很溺爱，又欠缺合理的教育方式，
更别说安全教育了。”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羊山镇
三年级二班，班里一共6 1个学
生，其中有20多个留守儿童。“虽
说现在电话和网络很发达，随时
都能打电话，但电话里说的都是
关于孩子学习的，家长没有对孩
子进行安全教育的意识。”班主
任刘栩说：“对这些孩子，我们平
时也是尽量多关注，但毕竟不能
像家长一样能以孩子最能接受
的方式提醒他。”

被问如何应对坏人，孩子沉默了
安全课强调的内容也基本上是老三样：防火防电防溺水。

在发放安全手册时，记者随
机询问了十几个小学生。提到安
全教育，大多数的孩子都回答：放
暑假的时候，学校会给我们讲防
溺水、防火、防电的知识。但是问
到如何对待陌生人，遇到坏人怎
么办时，孩子们却都沉默了。

“每周开班会时，老师会给我
们讲点注意安全的事。因为我们
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上
学，所以老师会提醒路上注意安
全。”王丕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周
子嫣说：“之前没讲过遇到陌生人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拿到安全手册后，周子嫣看了

又看：“手册上的内容很新鲜、很生
动，我一看就知道怎样是安全的做
法。最吸引我的是上边的漫画，我
回去要让妈妈也看看。”

不只是学生，连老师们提到
安全教育，说得最多的也是“防溺
水”。“一年级的孩子们刚从幼儿
园升上来，很多东西都不懂。学校
虽然规定要在班会时提醒学生注
意安全，上课时也会顺便带几句，
但毕竟不是系统的安全教育课，
强调的内容也基本上是老三样：
防火防电防溺水。”一年级班主任
李东华说：“老师们也主要是根据
生活中常出现的问题来讲。”

过马路看车，就是安全教育
家长关注更多的是学习，很少关注孩子安全教育。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教体局加印六万安全手册
虽强调每周要开安全课，但在教材上安全教育仍有欠缺。

在收到免费提供的5000份安
全手册后，金乡县教体局立即盘
算了全县幼儿园和小学一至三年
级的学生数量。“全县13个镇街，
共有小学90处左右。包含幼儿园
在内的低年级学生有六万多人。”
金乡县教体局安全监察科科长张
文兵介绍。“我们教体局准备加印
手册，保证全县低年级学生人手
一份。”

张文兵之前做过四年乡镇小
学校长，对于农村儿童安全教育
的状况很了解。“目前家长们对孩
子的教育质量意识很强，希望自
己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但对于

安全教育，家长的重视程度远远
不够。加上现在合点并校，虽强调
每周要开安全课，但是在教材上
安全教育仍有欠缺。”张文兵说，
虽然每周都会上安全教育课，但
多数都是老师讲解、放视频，缺少
生动的能让孩子主动接受的教
材。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儿
童的安全教育单凭学校的力量远
远不够。”张文兵说：“儿童安全成
长手册恰巧能较好地弥补这个缺
口，让学生家长意识到安全教育
的重要性，图文并茂的形式也让
孩子能更好地记忆。”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尹明亮）“安
全童行”，我们相伴，随着济宁金乡的5000位孩子
领到安全手册，此次“安全童行”安全手册发放活
动也暂时告一段落。5万册安全手册虽已发完，但
关注孩子的安全不会停止，也欢迎读者关注本报

“公益山东”微信，为“安全童行”系列公益活动出
谋划策。

自活动启动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一个个领取
安全手册的报名电话打来，在本报“公益山东”微
信中，一位位家长和老师留下对孩子安全成长热
切的期盼。为自家孩子领一份手册也为孩子的同
学们送一份安全，在报名者中，很多家长领取时都
为自己孩子同班级的孩子顺便领取了安全手册。

“安全教育对每个学校、班级来说，都是很重
要的，但也都是很难做的，能让孩子真正投入地学
习安全知识，这个手册挺有用。”在济南东河小学，
学生人手一份安全手册也让学校老师更加安心，

“至少孩子都会认真看看。”王老师告诉记者。
一个多月的活动中，也有很多热心人士参与

到了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动中来，除了金乡县打算
为低年级的孩子每人印制一份手册外，社会上的
一些爱心人士也在行动着。“闲来没事，我就拿一
些帮着发发吧。”济南市民季女士说，“附近有两个
小学，每次接孩子的时候就捎去给孩子们发一发，
孩子的安全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在此次“安全
童行”公益活动中，像季女士一样的热心人士还有
很多，从菏泽的志愿者侯先生到日照的爱心人士
范先生，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他们也在行动着。

安全手册发放结束，但“守护斑马线”等“安全
童行”系列公益活动依然在继续进行，在守护儿童
安全方面，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请关注“公益
山东”微信，并留言告诉我们。

留言“公益山东”微信

相伴“安全童行”

6日，羊山镇中心小学老师在给学生讲解安全
手册内容。

6日，在金乡县王丕镇中心小学一年级二班，学生们都领到了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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