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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当年质疑“80后”一样，如今
很多人感叹“90后”、“00后”是“垮掉
的一代”：拼爹、虚荣、暴力、私生活混
乱……但将这样的标签黏贴在这个
仍然稚嫩、仍然不足以对社会负责的
群体上时，有没有人反思过，又是什
么给他们挂上了这样的标签？

不同于以往的“后”们，这些孩子
的成长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信息
的极大充足、以及社会的极度复杂和
多元。这些给了他们眼界宽广、多思
敏锐、性格早熟的时代成长特点。但
不可否认的是，伴随而来的是成长中
的各种不安全。这群孩子是伴随着苏
丹红、毒奶粉长大的，是伴随着校园

投毒、校车失事、校舍坍塌等等长大
的。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有“4+2+1”
家庭模式给予的过度关爱，有互联网
信息爆炸的泥沙俱下，有校园性侵、
校园暴力，有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碰
撞后的迷茫与无引导。

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成长富足却
杂乱，多元却迷茫、保护过度却又缺
乏安全感。

我们应该反思。做父母的，给了
孩子什么？孩子与人争执，家长是如
何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面对身边公
共事件，家长怎么样做个样板教他们
承担社会责任？面对小偷行窃，老人
摔倒，家长是不是默默走开，不管闲

事？偶遇单位领导，作为下属的父母
是不是表现了足够的人格尊严？

我们应该反思，做为教育机构，
学校师长给了孩子什么？当校车安全
都管理不好的时候，又怎么教育孩子
们要认真负责？学校在孩子可怜的午
餐上收取回扣时，有没有想到这是多
么恶劣的“示范”？而面对教师猥亵学
生，校方却一问三不知，甚至为了消
弭影响而掩盖事实，又怎么能称得上
是学生的“保护伞”？

我们应该反思，做为整个社会，
又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不负责任的
电视剧泛滥，给孩子们正在成长的三
观传输了怎样的概念？网络世界的纷

繁，给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信息混
乱。当他们需要了解知识、正义、真
理、人伦、爱与美、善与恶的时候，社
会都教给了他们什么。

孩子，一代人，不是用来贴标签
的，而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的是时
常看看这面镜子里反射出来的是怎
样的影响，并时时反思和规箴自身。
而不是急于把标签打在他们身上，然
后去指责时代，或者其它。一代又一
代人，未来的世界永远是下一个“他
们”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他们即将
长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把什么样的世界给你，我的孩子

近段时间频发的学
生安全问题也引起了不
少学生家长的关注。孩
子的安全是头等大事，
对父母来说更是至关重
要的责任，那么该如何
尽力保证孩子的安全
呢，不少年轻的父母都
有自己的想法。

今年34岁的于军是一位新潮的妈妈，6岁
的女儿范韦奇正在ABC幼儿园上大班。“我本
是就是学医的，主张在孩子10岁左右的时候
告诉她关于性的知识”，于军说，最近一段时
间男老师猥亵、性侵孩子的新闻层出不穷，
各类媒体上也炒得沸沸扬扬。出现这样的问
题，男老师的禽兽行为自然应该受到严惩，
但是也正是因为孩子们对这类的知识知道
的太少，丝毫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才
给了那些恶人可乘之机。于军还认为，现在
社会越来越开放，关于性的话题到处都是，
孩子会不可避免地从网上、电视上传播了解
到“相关知识”，在没有大人的正确引领下，
这些内容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虽然孩子已经六岁了，可我从不留她
一个人在家。”于军女士说，女儿现在上的幼
儿园是她对比了很多选出来的，老师的教学
态度、学校食堂环境是否干净，都在她的考
察之列。周末女儿放假时，自己需要上班，就
让爷爷奶奶来照看她。“毕竟孩子还小，自我
保护能力很差，可能发生危险的事情父母应
该尽量替他们想到”，于女士说，经常从新闻
上看到有的孩子在放学路上被车撞了、有的
孩子在水库游泳淹死了，这和父母监护不当
有非常大的关系，“女儿每次要到小花园玩
时，我都会提醒她只能在地上玩，不能爬那
些铁门栏杆。上学放学都是我亲自接送，再
忙也不会让她自己回家。”

本报记者 王琳 整理

如何加强儿童自我
保护，奎文公安分局梨
园派出所民警董建敏给
记者支了招。

“人民警察有保护孩
子的责任，但是单靠警察
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爸
爸妈妈们平时也应该教
育小朋友一些防骗的小

儿歌、小警语，让孩子们学会了，碰到突发的情
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董建民提到了一首儿
歌，比如说在小朋友走着在上学路上、放学路
上可以教孩子们：“小白兔，上学校，见生人，有
礼貌。不说话，笑一笑，蹦蹦跳跳快走掉。”

见到生人不说话，笑一笑快走掉，这样孩
子就不会被坏人纠缠住，也就减少了许多上当
受骗的危险。

“如果遇到一个陌生人过来想和孩子搭
腔，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有一首歌谣：‘一
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
点走，前面追上小朋友。”

董建敏说，要教育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但
是不和陌生人说话，可能会有人说这孩子没礼
貌，所以可以教育小朋友礼貌的说不，比如说要
问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如果孩子回
答，我跟你说有什么用，这样不是很好。小朋友
可以回答：“对不起，我爸还没给我起名呢，他很
忙。”巧妙又幽默，轻易地把可能的犯罪分子给
挡住了，或者告诉陌生人一个明明白白的假名
字，比如说我叫小红帽，或者我叫大白兔，让犯
罪分子知道“我戒备着呢，并不想和你说话。”

本报记者 王述 整理

在潍坊海瑞达律
师事务所律师李金元
看 来 ， 给 孩 子 哪 种
爱，从理性的总结就
是给孩子最适合成长
的环境。

首先作为父母，
应当明确知道其对孩
子不仅仅是基于血缘
关系的存在，可以随意地对孩子以爱的名
义做任何事情，而是有所约束，也就是有
监护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法律规定之监
护，其本质就是不能做对孩子不利的事
情，在此规定之下，应当是对父母之爱泛
滥划定了界限。现在之父母，对孩子过度
的关注，其实本质上都是爱自己，但实际
上并不是爱孩子，不仅不是爱，更多地造
成了惩罚和伤害，可想而知，培育出来的
会是什么样的孩子，于是当今社会出现的
诸多有关儿童伤害事例，也就成为一种必
然。所为父母，也许法律没有追究你的责
任，但应当深思。

再者，对社会的每一个人，应当明白
其做的对孩子的任何之伤害，在法律面前
都会有严厉的惩罚。作为社会中每一个
人，应当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给孩子
一种健康和合法的爱，让孩子真正地生活
在蓝天下。

本报记者 王述 整理

今年17岁的女孩王
郁淑青是潍坊学院幼
教特教师范学院的学
生 ，她 的 身 份 很“ 特
殊”，现在身为一名学
生，而将来很有可能成
为一名幼师，她对孩子
们的安全问题也有自
己的看法。

“现在男老师猥亵、性侵女学生的新闻
在全国接连爆出了十多起，这些事情不可能
是在一个时间段集中发生的，只是早前没有
发现而已，或者说根本就没人重视”，王郁淑
青说，记得早些年也看过此类的新闻，但是
只是个别案例，并非现在这样集中性爆发，
那么当初在发现这样的苗头的时候，相关部
门是否就该引起重视，在这一方面监管得格
外严一些呢？在一定的大环境下，犯罪行为
的出现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当初
刚出现个例的时候，相关单位就严查严办，
并将此事通知给每个学校，让那些色胆包天
的男老师有所忌惮，那么就不会有后来这么
多的小女生受害。

“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部门的懈怠，
纵容了这些罪人”，王郁淑青说，很多时
候出现这样的事情，有关部门首先想到是
捂着盖着，而不是如何解决，避免此类的
事情再次发生。“直到事大了，盖不住
了，才觉得这是个事了。可孩子们已经受
到了伤害，这样大规模报道，不是在她们
的伤口上撒盐么。”

“至于那些小孩子误吞东西、在水库溺
水，我认为主要责任就在大人身上”，王郁淑
青说，她现在学幼教，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
一名幼师，终日和小朋友为伴，那么孩子们
的安全问题就是她的最大责任。而作为父母
真正疼孩子不是给他买了多少东西、赚了多
少钱，而是时时刻刻为他们的安全着想，提
前想到可能存在的任何安全隐患，才能有效
避免。

本报记者 王琳 整理

郭诵是潍坊市交警支队交通
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民警，曾任事
故民警多年，目前负责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工作。郭诵告诉记者，根据
公安部交管局最新统计，去年全国
共发生0-12岁儿童伤亡交通事故
11117起，造成12153名儿
童伤亡，其中有一半的交
通事故是儿童在乘坐车
辆时发生。孩子天性好
动，无论是行走在道路上
还是坐在车辆里。如保障
孩子们在道路上的安全，
家长的任务重大。

郭诵说，很多家长喜
欢在副驾驶座位上抱着
孩子，由于孩子坐姿较低，怀抱孩
子时，儿童头部刚好在成人胸部位
置，车辆即使在时速20公里的情况
下发生碰撞，孩子自身产生的冲击
力也会重得像一台冰箱，家长根本
无力也无法及时给孩子提供保护。
而一旦发生猛烈碰撞，家长的胸部

会猛烈压向孩子的头颈。孩子在乘
坐车辆时，应该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并且在后座上，车门使用儿童
锁。不让孩子把头探出窗外。“2012

年平均每天约16起儿童伤亡事故，
其中1到6岁幼童在步行事故中发

生比例最高，达到71%。这
说明，驾驶人在驾驶车辆
时，要千万注意盲区，可
能有些孩子就在盲区附
近玩耍而不被发现。”

目前，潍坊市交警部
门在全市各所中小学附近
路口都设有交警助学岗，
保障孩子上下学时的交通
安全。此外，交警部门也一

直对不安全校车进行严厉查处及打
击，也希望家长们配合警方工作，积
极参加警方组织的安全教育课，让
孩子们学会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
并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道路安全
环境。

本报记者 张焜 整理

高新双语学校校长袁月娥说，
学生安全是第一要素，怎么样才能
全方位的保障幼儿、学生在校期间
的安全呢？高新双语学校设立无缝
隙安全管理模式，成立三级家委
会，学校请来的多个家长来随时

“挑刺儿”，三个委员会不
但没有给学校的正常教
学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
相反地，还大大促进了学
校和家长的沟通，为孩子
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
更好的环境。

高新双语学校除了
正常的学校机构，还有三
个重要的委员会，分别是
家长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和伙食委
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十几名学生
家长组成。他们有权利随时凭证进
入学校，全程监督学校的各项工
作。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师生们旁
边，随时增加了三十多双注视的眼
睛。更关键的是，这些委员们还有

对于学校管理的意见权，也就是说
如果学校哪里有安全隐患，就将面
临家委会严厉的惩罚。

同时，家委会成员还加入学校
交通执勤，每天早上、中午、下午和
老师们一起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确

保孩子放学路上的安全。
袁月娥介绍，学校打造的
是校内外无缝隙的安全
网络，在校园内，高新
双语学校还成立了大队
委小小安全员、学校宣
讲团、父母讲堂、安全
“啄木鸟”队伍，这里
面 有 五 老 志 愿 者 和 家
长，还有师生，他们定

期在校排查隐患。“安全无小
事，请家委会成员一起监督校园
安全，这样家长和学校的关系更
容易沟通，而且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成立了一个更好的环境”，袁
月娥说。

本报记者 秦国玲 整理

“六一”又到。这个节日的到来让全社会的目光都投到了孩子们
的身上。而近来频发的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生命安全的社会事
件，又让所有人的关注更多了一份焦虑和思考。如何保障他们的生
命安全、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促成他们的健康成长，成为师长以及
全社会需要深思的问题。无论是制度上的保障还是学校的教育，无
论是家庭的关爱还是个人的自我保护，都重新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该给孩子
怎样的爱

关于“性”，

没必要藏着掖着

多教一些

自我保护的“小窍门”

在路上，孩子的安全需要家长

请家委会监督幼儿园

给孩子健康和合法的爱

别等事大了才觉是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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