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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了，孩子

撒欢了，家长却
犯了愁。让孩子

出门玩吧，不放
心！孩子老“宅

”在家里，也容
易出

问题！怎么办？
本报记者采访

公安、医疗、气
象等部门

的专家以及一
些“模范”家长

，精心编制中小
学生暑假安

全手册，帮助学
生们假期过得

开心又安全。
本期策划 修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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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放假了
安全怎么办？
上班族父母为假期没时间看护孩子犯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董钊 实习生 牛耘 史尚静

又是一年暑期到，不少在职
场奔忙的年轻父母皱起了眉头：
“孩子放假了，这该怎么管？”在暑
假里，孩子溺水死亡、上网成瘾等
现象屡见不鲜。有关人士指出，如
不及时加强管理，各类危险就可
能“乘虚而入”。

18日上午，在省城经七纬二
路口，市民马先生将自家的出租
车停靠在一边，妻子徐女士接过
了他手中的方向盘。夫妻二人的
家就在附近的乐山小区，现在最
让他们头疼的就是放假的孩子。
二人的孩子今年8岁。“我们两个
必须保证一个人在家里。”徐女士
说，“今天上午，还有同学叫他出
去游泳，幸亏我看见了，不然他就
溜出去了。”

像马先生夫妇这样为孩子的
暑假安全担忧的不是个例。假期
到来，由于缺少了学校和老师的
约束，监管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家
长身上。在省城某三甲医院上班
的王女士表示，双方父母都在省
外老家，为了看管自家10岁的孩
子，丈夫干脆休假从外地回家。

记者调查发现，众多年轻的
父母往往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细
心照顾孩子。进入暑期后，许多孩
子常常处于无人监管或被托付给
其他亲属代管的状况。为了保证
学生安全，一周前，济南市教育局
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教育学生不
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私自下
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
人员、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据警方不完全统计，省城每
年发生在暑假的中小学生安全事
故中，溺水和交通事故是中小学
生尤其是郊区及农村学生非正常
死亡的主要原因。据介绍，在暑假
期间，由于多数时间归学生自由
支配，活动空间增大，而他们自身
多缺乏安全意识和对危险因素的
辨别意识，加上父母疏于监管，导
致安全事故屡次发生。

除了溺水和交通事故外，上
网成瘾、意外跌落、烧烫伤等也都
威胁着学生暑期安全。有专家建
议，防止学生安全管理出现“真
空”，需要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沟
通，使得家长在假期“盯紧”孩子。
社会各界应一起致力于构筑暑期
学生安全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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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边戏水，注意安全。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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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放出一批“宅童”
家长应多鼓励孩子户外运动

放暑假了，城市中“诞生”了
一个又一个“宅童”，对此现象，家
长该引起足够重视。

16日下午，市民孙女士家中，14
岁的女儿邹丹（化名）正在电脑前
玩着偷菜游戏。孙女士说，女儿已
经三天没有走出家门了，呆在家里
要么做作业，要么看电视或者上网
玩游戏。“之前老是担心她出去玩
不安全，现在她成天呆在家里，我
们倒更担心起来了。”

其实，像邹丹这样在暑假里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中小学生

在城市里并不少见，他们大多
“宅”在家里，上网、看书、玩游
戏，就是不愿出门。只是这种
“宅”的行为，很容易被忙于工
作的父母忽视。

与邹丹相比，城市里的孩子
有不少是“被宅”在家里的。这些
孩子的父母都有工作在身，没有
其他人可以托付，为了确保孩子
的安全，他们把孩子锁在家里或
者明确要求孩子不能出门，给孩
子布置很多假期作业或者任务。

记者走访了省城几位家长，不

少人表示：“外面人多车多，天气又
热，孩子出去玩没有人陪很不安全，
呆在家里更好一些。”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孟广彦
院长表示，孩子长期“宅”在家中
的现象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这
种行为不仅影响孩子的运动技
能、视力等，还很容易因习惯独处
而对虚拟世界产生精神依赖，使
孩子社交能力变差。孟广彦建议
家长尽量抽时间陪孩子，多与孩
子沟通，鼓励孩子到户外运动，脱
离“宅生活”。

格支个招

家长这几招，效果挺不错

为了让孩子的假期
过得既安全又有意义，不
少家长想出了一些别出
心裁的方法。

伙伴请到家里来

在省城天桥区某事
业单位供职的徐先生为
孩子找来了一个伙伴，这
个伙伴就是徐先生在济
宁老家的侄子。今年一放
暑假，他就把弟弟一家人
邀请到了济南自己的家
中，这样，徐先生的孩子
既有了伙伴，也有了大人
的照看。

徐先生的侄子和自
己的孩子都是10岁，两人
在家中读书、看卡通片，
颇有共同语言。在做老师
布置的作业时，两个孩子
还时不时地比赛一把，其
乐融融。

玩乐中学知识

约一周前，家住汇统
花园的市民王先生终于
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带孩子逛世博。几天下
来，虽然天气炎热，但父
子俩乐此不疲。“让他看
看世界各地的文化，有利

于开阔他的视野，说是让
他去玩，实际上他学到了
不少东西。”王先生说。

回到家中，王先生夫
妇最为头疼的依然是孩
子的上网问题，但王先生
认为，一味地堵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于是他选择寓
教于玩，规定孩子在家每
天上网不超过两个小时，
玩游戏之前先以每天观
察到的场景为主题完成
一幅电脑画。

回老家过暑假

“现在孩子最缺少的
就是亲情教育，他们的感
恩意识亟待增强。”在驻
济某高校任教的赵先生在
谈到自己的孩子时表示，
近两年，带孩子回老家过
暑假成了他的“必修课”。

在潍坊老家的半个
月时间里，赵先生故意留
给孩子和爷爷更多在一
起的时间，让他陪爷爷做
家务，和爷爷聊天，听爷
爷讲家乡的故事，和年龄
差不多的伙伴一起玩
耍……一段时间坚持下
来，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
立意识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