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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5日讯(记者 陈玮) 记
者从省老龄办获悉，我省第二届“敬老文明
号”评出，共205个单位和个人获得省级“敬
老文明号”。目前，我省506个单位和个人拥
有省级“敬老文明号”称号。

鼻子萎缩成了一块肉球，手指和脚趾都
掉光了，一个人在医院，一住就是好几年。对
不少麻风病人来说，自己成了一个被歧视的
人，有的人直接被儿女丢在村头自生自灭，
有的甚至被卖到外地，还有的因为末梢神经
坏死，成了一个外人眼中的“怪物”，受尽了
歧视。这些人，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这些老人生活在最底层，更需要好的
照顾。”一位照顾他们的医生说。而他们在医
院中，得到了平等细心的照料。“有些老人被
社会歧视很多年，来了之后要先进行心理疏
导。”这位医生说，“很多老人在这里得到久
违的关爱，很快就能适应，甚至有老人在这

里找到了共同生活的另一半。”
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省共

1800万老人，占全省人口的18%，他们得到社
会的关爱，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通过评选敬老文明号的方式，来给社
会树典型。”

该负责人介绍，全省各级涉老部门、为
老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窗口行业(含全国公
共服务窗口行业驻山东服务窗口)，包括经
营、管理和服务等各类岗位的工作集体均可
申报。山东省敬老文明号评选主要向基层和
公共服务窗口倾斜，为老服务窗口占申报总
数的90%以上。

除了医院，敬老文明号中还有老年公
寓、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以及企业等。比如
临沭县“朝阳早餐”售卖网点为行走不便的
老人开设绿色通道进行帮扶，发起帮老人买
早餐的活动；沂水县福利中心为入住老人按

季节制定每周食谱，每月初二集中为老人过
一次生日；长清区中医医院每年都要对全区
的低视力人群进行免费白内障筛查，为贫困
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手术等。

据了解，省级敬老文明号每三年评选一
次，同时对往届获得敬老文明号的单位进行
复核，不合格的要撤销，比如：集体调整、重
组、撤销的；集体性质发生重大改变的；集体
成员中出现不赡养老人、涉及赡养诉讼情况
的。今年复核中，就有5个单位被撤销“敬老
文明号”，其中一家被举报有不善待老人的
情况，并被查实。

“敬老文明号的评选，是敬老月活动开
展的一部分。”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说，除了
开展敬老文明号的评选，还走访慰问困难老
人、进社区宣传老年维权案例、举行各种文
体比赛等。“在关爱老年人的同时，形成社会
敬老爱老的氛围。”

法律公开课走进山师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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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飞天使”海底世界圆梦

智障儿童

看到海豚了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记者 尹
明亮） 关注“慢飞天使”，给智障儿
童多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10月11

日，本报《公益山东》周刊与济南市
启明星儿童康复中心一起呼吁社会
给智障孩子更多的关怀。嘉康利生
命共同体全体学员和济南爱心义工
团共同出资，捐赠了圆梦海底世界
的助力资金。12月1日，在泉城极地
海洋世界，济南市启明星儿童康复
中心的孩子们也第一次近距离地感
受海洋生物。

“尽管孩子们平时很难集中注
意力，但当他们看到水中游动的鱼
儿时，脸上流露出的兴奋和专注令
人动容。”济南市启明星儿童康复中
心的高老师介绍，在平常的康复训
练中，老师们也会通过视频或图片
的方式向孩子展示一些海洋动物，
训练孩子们的专注力，能让孩子们
亲身去感受一下海底世界，是老师
和家长们共同的愿望。

在海洋世界，看着一群群游动
的鱼儿，一个个小朋友目不转睛，平
时有些散漫的眼神也散发出光芒。
在科普展厅了解到海洋生物变迁过
程和海洋生态保护常识，在极地王
国认识了多种南北极动物，在水下
剧场观看了美人鱼的精彩表演。海
洋剧场幽默滑稽的海狮表演和浪漫
刺激的海豚表演赢得了在场师生及
家长的阵阵掌声。

“感谢社会的关注能让孩子们
有这个与海洋动物面对面的机会，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智障孩
子，接纳智障孩子。”济南市启明星
儿童康复中心主任李国伟介绍，让
智障孩子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学
着融入社会是他们康复训练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所以也希望有更多人
能为孩子们提供这种与社会接触的
机会。”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记者 乔
显佳) 每年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
日。上午，在济南英雄山路一家商场
内，一场爱心义卖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由27名患自闭症、智力障碍人士
和助残机构老师们一起自制的“基
爱手工皂”，受到前来逛商场的市民
热捧，一共销售368块，卖得爱心助
残款项6332元。

济南基爱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是
2007年成立的一家民办助残机构。
成立以来，中心已经陆续接受培训
社会患自闭症、智力障碍疾病的残
疾人士逾两百人。目前仍有27名9至
31岁的自闭症、智力障碍人士在此
生活，并接受日常培训。本报今年8

月8日曾报道过该中心，引起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响应，很多爱心
人士、爱心机构为中心捐赠各种生
活用品以及现金。有多家爱心机构
提出帮助中心解决校舍问题，目前
这方面的工作正在洽谈。

为了将社会力量办助残机构的
星火传承下去，一段时期以来，济南
基爱智障人士服务中心老师们除了
四处求助，还想出加工制作“手工
皂”的办法自筹资金，由中心老师指
导27名残疾人，动手制作一块块精
致、漂亮的香皂。“手工皂”一经推
出，立即受到爱心人士的热捧，大家
纷纷登门义购。此举既为中心获得
部分坚持下去的“口粮”，也有助于
残疾人士康复，尽快回归社会。

自制手工皂

卖了六千元

法律公开课

小孩子课间打闹过
头，也得承担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有五成与
酒精有关……12月1日，
受山师附小五年级五班
和六班的邀请，齐鲁晚报
法律公开课开讲，山东圣
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
楠律师在山师附小，为孩
子们上了一堂普法课。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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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打闹，出了事也要担责
“很多小孩子会觉得法律离他们很

远，违法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哪怕是在
孩子们中间，如果行为不慎，也会触犯法
律。”

李楠介绍，虽然根据我国法律的规
定，未成年人年满16周岁的人才会承担刑
事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小孩子就可以不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李楠曾接触的案子中，有不少都是
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在一个案例中，小严
和小杨是读五年级的同班同学，在课间打
闹中，小严无意中将小杨推倒在地，致使
小杨门牙被磕断，医生诊断，只有到18岁

以后才能种牙，虽是无意伤人，但小严也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满14周岁的孩
子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当然很多行为也
达不到谈刑事责任的程度，但如果给别人
造成伤害了，还是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的，孩子没有赔偿的能力，赔偿自然就要
由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来承
担。”

李楠介绍，在《侵权责任法》中，对这
方面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孩子的活泼好
动不是一个坏事，但也要有一个限度，要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同学造成什么伤

害。“过激的打闹行为也可能触犯法律，在
小杨和小严的案例中，小严虽然未成年，
但其父母也要为其行为作出赔偿。”

李楠说，针对学生受伤，我国其实也
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第八条就规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
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
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
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
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
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随便给人起绰号，可能侵犯人格尊严
在学生中间，很多孩子习以为常的习

惯，因为孩子小往往不引起重视，但同样的
行为对成年人来说可能就是违法了，所以小
孩子也要从小注意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

“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给人起外
号。”李楠一提外号，也引来同学们的响
应。“给人家随意取绰号会伤害对方的自
尊心。虽然绰号并非都具有侮辱性，故意
给人取不雅的绰号，不分场合随意地叫
喊，其实质是取笑别人，是一种不尊重人

的表现，侵犯了别人的人格尊严。”
李楠提醒，每个人都可能有被别人起

绰号的经历，也可能给别人起过绰号。很
多孩子或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不大的一件
事，却意识不到起一个外号，可能会对别
人是一种侮辱，是一种名誉侵权行为，就
如同用小字报、漫画或极其下流、肮脏的
语言等形式辱骂、嘲讽他人，使他人的心
灵蒙受耻辱。

网络社会，每个孩子的生活中都离不

开网络，李楠也提醒，孩子渐渐长大，接触
的信息也会越来越多，在使用网络时也要
注意一不小心就可能碰触法律的雷区。如
果从网络获取了相关信息，或在生活中知
道了别人的隐私，并通过网络告知了别人
也同样是触犯法律，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通过网络转发或传播一些不好的信
息也是犯法的。“李楠说，在我们的《侵权
责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这些
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五成未成年犯罪与酒有关
“一个中学生，在生日聚会中喝了酒，聚

会结束后骑摩托车回家，结果出了事故，把
一个路人给撞死了。”说到未成年人犯罪，李
楠介绍道，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有50%是
酒精直接诱发的，“通过调查，在未成年人犯
罪中，有30%的是群殴、抢劫、强奸，很多也都
和酗酒有关系，具体到案例中的那个学生，
他是肯定要承担相关责任的。”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已满16周岁
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
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
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

炸、投毒罪的，也应当负刑事责任。
针对近期网上不时传出的殴打同学的

事件，李楠介绍，一部分受害学生在打架过程
中被强行脱去衣服，更有甚者对受害中学生
拍摄裸体照片曝光网络上，这种暴力行为已
经侵犯了他人隐私权，严重者涉嫌强制猥亵
侮辱他人罪。

“这几年，涉及少年儿童的刑事案件
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其中暴力型犯罪
居高不下。”李楠介绍，其实为了给未成年
暴力加道金箍，我国法律从民法、行政处
罚法、刑法等多方面对打架斗殴行为予以

不同程度的处罚。
“孩子们虽然小，也已经是一个社会

人，教他们做一个守法的公民非常有必
要。”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六班
班主任韩彬说。对于法律公开课中所讲述
的少年儿童要格外注意的法律，韩彬觉得
对孩子来说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孩子走进十一二岁、十三四岁的时候，
开始有些叛逆，又往往对一些行为的后果
考虑不足，了解法律知识，会对孩子的行
为形成一些约束，一些少年犯法的情况也
跟孩子们对法律不了解，缺乏敬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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