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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到到首首日日，，先先上上消消防防这这堂堂课课
安全教育仍是重中之重，连笔尖戴护套都要强调

学校绞尽脑汁做安全防范，
但孩子的安全问题并不能让所有
人放心。新世界小学一名班主任
说：“今天是学生报到日，几乎所
有家长都来送孩子上学，关键问
题是，孩子在没有人监护的时候
如何学会自我保护。”

学生的自我保护强不强？1
日，记者在济南市解放路第一小
学和济南市甸柳第一小学随机
询问了几位一年级新生的家长，
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样的，“在

幼儿园老师就经常讲。”
“学校里的安全知识课都没

人愿意听了，讲来讲去都是一样
的事，那么没劲，谁还愿意听呀。”
当记者询问知道多少安全知识
时，一名二年级小女生却给了记
者一个意外的答案。

“即使是初中的孩子，我们
最担心的也还是上学放学路上
的安全，孩子大了点，接的家长
少了，但孩子也并不成熟。”济南
市三十中校长陈树洪告诉记者，

这个年龄的孩子多少有些叛逆
心理，老师和家长反复强调的事
也未必放心上。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
据让人心忧。2012年，中国有超过
50000名儿童因伤害而死亡，即每
天有近150名儿童因伤害而死亡，
每三人中有一人因意外伤害而死。
虽然近两年，性侵、虐待和故意伤
害儿童案件频发，但溺水、中毒、车
祸、烧伤和摔落仍是儿童受伤死亡
的前五大原因。

1日上午，济南市第十二中学
的1300多名学生已开始了新学期
的“第一课”：一场全校师生参与的
消防演练。随着新的学期开始，大
部分中小学将在一周内陆续展开
消防演练。近日，公安部办公厅、教
育部办公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
中小学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和寒(暑)
假前安排不少于4课时的消防课。

“只要是能想到的存在安全

隐患的地方，我们都在改进。”在
济南市新世界小学，教务主任包
老师说，在校园里，一、二年级小
学生不能带小刀，不用自动笔，
如果笔尖比较锋利，一定要戴上
护套。家长接孩子时，要定人定
点，如果家长当天来不了，一定
要和班主任提前联系。

省城纬三路小学老师李明媚
说，在开学前，安保也细化到每个

细节：校门口不但有教师带队，还
有保安坚守。在校园里面，学生出
入教室、走廊，不但有高年级学生
值勤，还有老师带队。

今年入学季，省实验中学等
几所中学启用了新校区。记者了
解到，为了餐饮安全，这些学校
都与济南市几家四星级酒店签
订协议，学校的后厨由四星级酒
店厨师专供。

能否出台

学生安全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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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不少家长担心，现有
对儿童和学生的保护仍然不够，
在饮食、生活、学习、餐饮和交通
方面，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规范
的关于校园安全学生保护法。“每
个环节都有法律依据，家长们才
能放心，出了问题，学校和责任方
才不会推卸责任。”不少家长建
议，制定专门的学生安全规范条
例，出台一部学生安全保护法，将
校园安全上升至法律层面，明确
相关部门责任义务，才能避免推
诿塞责和责任空档。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
张华介绍说，保护好未成年人，不
仅仅是哪一个人或部门要做好，
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分工
明确、环环相扣。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自今年1月1日起开
始实施，重要的是把现有的法律
法规落到实处，实在没有明确规
定的才去考虑法规的修订或制
订。

山东省政协委员、律师张法
水说，他也经常到学校开展法律
讲座，他发现一些校长、老师、学
生和家长缺少法律意识和风险意
识，没有真正意识到一些事情的
严重性，需要注意的方面流于形
式，这才是需要警醒的。从校车到餐桌

让家长放心吗

反复强调

孩子能听进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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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围墙是否开裂？食堂餐具消毒情况怎样？校门口是否设置减速带、警示灯等？1日，在大
多中小学生报到的日子里，新生和家长接触的第一堂课便是校园安全。对于频繁出现的少年儿
童伤害案件，不少家长感到担心，并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校园内“万无一失”。

▲9月1日，济南阳光100中学
一年级新生报到，初中生手举班级
牌子引导一年级新生。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靳鑫 摄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张榕博

韩国：幼儿园和小学上下学
时，学校会安排专门的老师维持
校园门口治安，家长也会轮流做
志愿者协助校方维持校园周边交
通安全。

沙特：如果学校组织校外活
动，每班20名至25名学生至少有4

位教师或工作人员陪同监护，以
保障学生安全。

俄罗斯：各级防火队每周检
查校舍防火设施，每所大学都有
自己的防火队。地方警察局也特
别注意在青年人聚居区、大学和
宿舍周围巡逻。

据新华社

他山之石

外国怎样维护

校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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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洋

开学前一天

少女坐“黑车”出逃

1日，在东营车站外的一辆
“黑车”上挤着十几人，一个十几
岁的小女孩坐在记者旁边，闲聊
中记者发现，她竟然是个为了逃
避开学而离家出走的小姑娘。她
叫小妍，今年初三毕业，父母给
她安排了学校和专业，但她都不
喜欢。虽然反抗，父母还是执意
给她报了这所学校。2日就要开
学报到了，她决定逃跑。

小妍身穿比较“嘻哈”风格
的牛仔裤和一件黑色T恤。在车
上，小妍的电话一直响，她却不
肯接听，“我妈真是的，怎么老打
我电话。”一路上，只接了一个男

子的电话，她说是她的“表哥”，
现在在石家庄谋生，她要去石家
庄找“表哥”。

“我不是个叛逆的人，但是
我不愿被家长束缚。”小妍回忆
说，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家门，一
开始有点慌乱也有点茫然，她什
么行李都没带，只是带了点零花
钱和一部手机。在车站门口，听
到一些中年人在路边喊“石家
庄，石家庄，马上出发”，她就跟
着一个中年男子上了一辆“黑
车”。一上车，她发现这辆面包车
上一共挤了十几个人。她有一点
害怕，不过还是壮着胆子中途没
下车。

父母召开家庭会议

“逼”她就范

小妍说，她今年中考落榜，

比高中录取分少30多分。父母帮
她联系了几所学校，有高中也有
职业学校，她都不愿意去。父母
最想让她去东营一所职业学校
学“工程造价”，或者去青州一所
学校学护理。“工程造价，我完全
不知道是什么，也没有兴趣。”她
说，“一上就是5年，太可怕了，我
受不了。”

对于此事，她有自己的主
见，她也知道父母选的学校将
来好找工作，但是她想按照自
己的意愿，去一家餐饮集团办
的培训学校学习，两年以后就
可以工作，早点摆脱现在这些

“束缚”，“他们还请来一帮亲
戚召开家庭会议对我轮番轰
炸。”

“我‘表哥’也上过职业学
校，他认为那学校不好，他能理
解我的选择。”小妍说。

流浪第一天

只吃了一个苹果

“黑车”也没有立即把他们
送上去石家庄的客车，而是花了
近一个小时，把他们载到青州服
务区，“转卖”给过路大巴，票价
比汽车站要高。

小妍和身边的人聊天，一直
在寻求认同。她认为自己是个有
主见的姑娘，可是，家里没有人
能理解她。她不认为自己叛逆。

一路上，记者劝小妍及时跟
父母联系，尽快回家，不管父母
怎样安排，都是为了她好。小妍
表示晚上会给妈妈打个电话。记
者与小妍在青州告别，小妍坐上
了去石家庄的大巴。小妍说，车
上一个阿姨给她一个苹果，这是
她整整一天唯一吃的东西。

1日是开学的前一天，一想到就要被送进自己不喜欢的学校，14岁的小妍（化名）感到未来的日子有些“恐怖”，于是她离家出
走，以反抗父母的安排，就这样走上了一条让她感到有些害怕的路。记者在一辆“黑车”上遇到小妍，劝她回家但未能能成功。小妍
最后答应记者，等她安顿好了，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

“他们报这所职业学校都没
有经过我同意，我不想去。他们还
召集亲戚和长辈给我上课，我实
在受不了了。明天就开学了，我要
反抗，躲开开学。”小妍说，“我现
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不喜欢
听别人说教，不喜欢他们给我灌
输那些大道理。”

小妍认为，父母太“专权”。她
喜欢和能谈心的人交流。“比如，
有人可以把他自己的经历给我讲
讲，像说故事那样，让我听了能认
同，而不是霸道的灌输。”这次离
家出走，她一路上也得到了一些
认同，觉得自己是对的。她早上出
走时首先走到一家卖背包的店
里，店主是个40多岁胖胖的阿姨。

“那个阿姨比我爸妈好太多了，还
借给我一个书包。”小妍盘算着，
她最起码要离家出走 7天，说不
定爸妈到时候就不逼她去了。

本报记者 陈洋洋

小妍：

讨厌霸道的灌输

躲避开学，14岁少女离家出走
女孩讨厌家长安排的学校和专业 对话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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