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yantaihuati@163 .com

C02 话题 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孙雪娇 ·今日烟台

头条评论

莫让儿童溺水事件年年上演
名嘴说事

一家之言

孙健

又有儿童溺亡了！
19日下午，龙口市又有两

名女童不慎落水溺亡，尽管附
近村民和消防队的官兵民警展
开地毯式搜索，但两人还是没
有抢救过来，遗憾离世。

这似乎成了一条定律，每
年一到暑假，儿童溺亡的新闻
就不绝于耳，甚至每逢假期就
有人感叹：又到了少年儿童面
临溺水威胁的季节了。这一感
叹并非耸人听闻，确确实实是
不争的事实。

据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统计，7月7日-14日，一周内烟台
发生6例溺水时间，3名儿童溺

亡；6月30日-7月14日，120就出诊
急救溺水患者14例，其中儿童7

名，5名溺亡。血淋淋的数据提醒
我们，溺亡已经成了青少年意外
伤害致死的最大杀手。

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们溺亡
的悲剧年年上演？笔者认为，三
方面的责任不容忽视。

首先，少年儿童们自身缺
乏对危险情况的判断和认识。
记得笔者小的时候，《安全公
约》、《安全保证书》几乎是每个
假期放假前的“必修课”，条例
里每每都会带上一条“不到池
塘、湖泊、水库、海边等水深的
地方嬉戏、玩耍。”但又有多少
孩子认真把这当成了职责去履
行？中小学生应该已经具备了

自我判断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但总是抱着“我在水边玩一会，
又不下水”的贪玩心理，只会放
任自己一步步靠近死亡的边
缘，最终造成无法收拾的后果。

在所有的溺亡事件中，水
下情况复杂是导致溺亡的一个
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不了解溺
水救援方法也是导致溺水者最
终死亡，甚至救援者也跟着溺
水的一大原因。在学校教育方
面，不是单单拿到学生的一纸
安全保证书就可以高枕无忧，
在平常的教育中，多向学生传
递下水的危险性，给学生普及
下急救措施、遇到溺水等紧急
情况应该怎么做，这类生活常
识的普及与文化知识同样重

要。
另外，少年儿童溺亡，家长

的责任难以推卸。孩子放假以
后，大部分的监管责任从学校
转移到了家长手中，有些家长
工作忙，成天成天见不到孩子
的面；有些父母外出打工，便让
家中无力约束孩子的老人照
看。久而久之，这些孩子就处在
了无人监管的状态中。根据往
年的溺亡事件统计也可以看
出，发生在这样家庭中的溺亡
概率要大上许多。

防火防电防溺水已是每个
假期老生常谈，如果这些都能
得到学校、家长和孩子三方的
重视，少年儿童溺亡等悲剧就
不会年年上演了！

眼下的中国经济既不具备大
幅回升的条件，也不存在大幅回落
的可能，更大可能性就是沿着七上
八下左右的轨道小幅波动前行。这
一方面是旧常态下靠拼资源、拼环
境和拼债务追求短期繁荣的发展
之路无法持续；但另一方面，市场
力量潜能逐步释放，政府力量还有
余地，双力能给经济平稳增长必要
的支撑。

——— 邱晓华(经济学家)

“高票房低口碑”在电影产业
而言就是个伪命题，市场经济的逻
辑基础就是相信市场调配资源最
有效、最合理，消费者不是傻子，他
们会做出最符合自己消费体验与
性价比对的选择，如果不承认这
个，那也没必要搞市场经济了。如
果是文艺批评，那就可完全脱离市
场来谈。口碑？谁的口碑？啥叫口
碑？搞清楚先。

——— 虞昕(影评人)

嬉笑怒骂

新闻：“向南方灾区调拨棉被，
主要是根据地方上报的物资需求，
此外，即使在夏季，棉被在救灾中
的用处也是多样的，此次救灾中，
民政部门也调拨了棉被。”针对网
络上关于“红会酷暑救灾送棉被”
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
护部副部长杨绪生20日作出上述
回应。(中国新闻网)

点评：人家这叫“送温暖”。

新闻：7月19日，湖北宜昌市三
峡大学校区，某饮料企业举办活
动，现场参与者可免费领取数瓶饮
料，白色广告衫一件和彩色画笔、
粉末等物品，由于主办方发放数量
有限，蜂拥而来的大妈们在现场直
接上演抢夺战，数个大妈抓住一件
广告衫直接拔河比赛，现场多个工
作台被掀翻。(人民网)

点评：只要免费的，必定人山
人海。

发展夜经济需要多方合力

秦雪丽

进入7月份，烟台进入旅游
旺季，源源不断的游客涌向烟台
海边，但游客们也发现，尽管烟
台拥有金色的沙滩，碧蓝的大
海，优美的环境，但夜幕降临后，
夜间的烟台还是“有些寂寞”。作
为一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旅游度
假胜地，长期以来，烟台的生活

没有“白加黑”的完美结合，夜生
活匮乏、夜经济不兴盛一直是烟
台发展的“短板”。

“夜经济”是表现一个城市
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映射着城
市的文化与活力，丰富的夜晚休
闲健身项目，拉动居民夜晚消
费，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城市
形象，大力拉动第三产业的发
展。

夜经济不发达，很多人把原
因归咎于烟台人的生活习惯，烟
台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相对
传统，多数老百姓下了班还是喜

欢回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
子。虽然这些年KTV和酒吧在市
区也比较红火，但是多数人晚上
的夜生活基本仅限于到饭店吃
个饭，或者跳跳广场舞，然后回
家洗洗睡了。

生活习惯的改变需要过程，
但也需要外力的刺激，并非一句

“烟台没有夜间出门的习惯”这
么简单。培养烟台夜经济需要多
方的努力，更需要多部门的协
作。晚上，市民走出家门，需要有
配套的公交车，到商场购物，需
要有夜间营业的商超，想看电

影，需要有开设夜场的影院。如
果，这些配套还不完善，市民即
使走出去，也是枉然。

而现实是，烟台夜间消费的
配套还有待于提高，对于烟台当
下的夜间经济，很多商家抱着一
种无奈接受的状态，因为知道没
几个人来，也不会轻易地延长夜
间营业时间。

其实，一味等待不如主动出
击，如何刺激市民“走出家门”非
常重要。培养烟台夜经济的发
展，商家也有一定的责任，商家
可以通过一些打折促销等手段

来刺激市民，让市民从家中走出
来，营造夜间消费的氛围。

近年来，政府和相关部门也
曾在“夜经济”上下功夫，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相对全省第二
的烟台GDP经济指标而言，发展
程度还是远远不够，发展夜经
济，需要时间和过程，更需要多
方的合力。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
该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培育夜
经济的发展，比如出台一些集中
规划措施，打造夜间特色美食
街，给夜间营业商家一定电价补
贴等。

孙宝庆(芝罘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婚未婚，当嫁未嫁，或虽已
婚嫁又离异。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当事人心急，父
母也跟着焦急。

近几年，在社区里耳闻目睹了一些家长为儿寻缘，
替女择偶，忙忙活活的场景：有的东奔西走托亲友找同
事帮忙，有的上网、打电话寻找婚姻信息，有的闻讯参
加媒体组织的相亲会，那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真是可
怜天下父母心。经过努力有些儿女终于觅到心仪之人
并喜结连理，但仍有不少儿女至今单身。于是，有些家
长感叹：“要是社会上介绍婚姻的场合和牵线搭桥的红
娘能再多些就好了。”

有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应该说绝大多数年轻人
找对象谈恋爱，都是离不了热心红娘或婚介单位热情
介绍积极撮合。倘若没有这座桥，恐怕不知有多少好婚
姻将失之交臂。期待年轻人各得所爱，喜结良缘，也期
待那些参加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举办的“情定七夕”相
亲会的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各得所爱，喜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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