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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 、 中考的相继落
幕， 又一个暑假在这炎炎烈日下
拉开序幕。 让孩子拥有一个开心
快乐的暑期生活， 是每一位家长
共同的愿望。 而暑期安全问题，
则让很多家长十分困扰。 面对家
里家外的安全隐患， 孩子们将如
何度过一个安全的假期呢？

外出安全教育不能少
交通规则知识排首位

暑期， 孩子外出的机会远远
要高于平时， 不管是孩子独自外
出， 还是在家长的监护下外出，
交通安全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每年，新闻上关于交通安全
的报道都很多，也很触目惊心，所
以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遵守交通
规则。 ”李女士的孩子现在13岁。
在孩子还上幼儿园的时候， 她就
尝试向孩子灌输要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她都
主动教育孩子认识一些重要的交
通标志， 告诉孩子如何正确地过
马路，如何避让来车。

等孩子慢慢长大一些， 李女
士的唠叨也没有停止过， 每次孩
子外出， 她都必须提醒孩子注意
安全， 特别是交通安全。 “我也
不知道自己的唠叨到底在孩子心
中起到了多大作用 ， 但反复强
调， 总能增强一点安全意识吧。”
李女士苦笑着说， “对于安全问
题的叮嘱和唠叨， 大概是每一个
为人父母要念一辈子的经吧。”

采访中， 也有家长提到了出
行安全中关于 “儿童安全座椅”
的相关问题。 有的家长认为， 只
要坐车时有专门的成人抱着或监
护孩子， 就没有必要安装儿童安
全座椅。 这也是国内儿童安全座
椅使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但记者调查了解到， 在 《未
成年人保护条例修改决定》 明确
规定未满4周岁乘车应配安全座
椅，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
他成年人携带未满12周岁未成年
人乘车的， 不得安排其乘坐在副
驾驶座位； 携带未满4周岁的未
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 应配备
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另外， 汽车上的安全带是按
成人标准来设计的 ， 是适合体
重 36kg、 身 高 140cm以 上 的 成
人使用的。 因此， 如果让儿童不
坐安全座椅而系上安全带的话，
则很容易发生脖子被缠住等危险
情况。

事实上， 每年都有很多专业
人士， 发起为儿童出行安装安全
座椅的倡议， 随着家长安全意识
的不断提升， 安全座椅的使用率
也在逐年提高。 这无疑是为孩子
出行安全， 加固了一道保护层。

除了交通安全知识外， 暑期
孩子外出 ， 还存在很多安全隐
患， 可能遭遇诱拐、 诈骗、 抢劫
等。 “所以我们常常教育孩子不
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不要
搭乘陌生人的车， 不要跟陌生人
去陌生的地方……” 李女士说，
虽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很多家长还是会反复向孩子强
调这些 “不要”， 同时教育孩子，
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 ,应拨打
110报警。

切勿忽视居家安全
孩子留守家中隐患多

外出有外出需要注意的安全
隐患， 即便哪儿也不去， 呆在家
中， 同样不能放松警惕， 居家安
全同样需要防范。 世界儿童安全
联盟曾经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意外伤害是造成儿童死亡和伤残

的首要原因 ， 而其中44.5%的儿
童意外伤害来自于家里。

暑假的临近， 很多父母都开
始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 孩子放
大长假，但父母放不了，仍要照常
上班，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成了照
护主力。由于年龄都已偏大，身体
状况和精力不够， 漫长暑假很难
胜任看管“熊孩子”的任务。

赵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幼儿园
中班， 平时工作不是很忙， 孩子
的接送不成问题， 就没让老人从
老家过来帮着照看孩子。 可暑假
这么长， 孩子白天的看管成了问
题， 就打算送回老家给爷爷奶奶
带。 “孩子换了生活环境， 生活
习惯上难免不适应， 而爷爷奶奶
年纪大 ， 平时也不带孩子没经
验 ， 我在这边肯定是不放心 。”
赵女士心中的忧虑在所难免， 却
无可奈何。

而对于很多年龄稍大一些的
孩子， 自理能力强些， 很多家长
则选择让孩子独自留在家， 吃喝
玩儿全由自己来支配。

“暑假， 我闺女就能来北京
跟我们俩团聚了 ， 我都等不及
了。” 郭女士和丈夫在北京打工，
女儿四年级了， 寒暑假基本上都
是和姥姥来北京和爸爸妈妈一起
过。 四年级了， 生活上自己能自
理了， 今年姥姥就不跟过来了，
但即便是孩子各方面都比较懂
事， 郭女士对女儿未来两个月的
暑期生活还是有些打鼓， “白天
基本就把她一个人留在我们的出
租房里， 晚上才能回来陪她， 其
实也挺不放心的， 但一年只有趁

着寒暑假能够多见见面， 让她在
老家待着也不甘心。”

郭女士提到的不放心， 其实
就是家中的安全隐患。 记者调查
中发现， 像郭女士一样， 假期会
有很多这样的 “候鸟儿童” 进城
与父母团聚， 但大多情况父母一
走走一天， 把孩子留在家中， 中
午或者让孩子自己热剩菜饭， 或
者订外卖。 由于孩子对这个只有
寒暑假才来住的家并不熟悉， 很
容易发生意外。

记者调查发现， 家长安全意
识缺乏也是出现安全事故的一个
主要原因， 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
的家长 ， 也经常做不到有效看
护。 暑假前， 从教育部到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几乎都发布了儿童安
全相关提示， 但一些家长反映并
不知晓相关文件。 即使是孩子从
学校把文件拿到家长手里， 也是
草草看过扔到一旁。

【警方提醒】
记者采访到北京市公安局某

刑侦支队的侯警官， 在十几年的
工作经历中， 侯警官处理过很多
孩子在家中出现意外的案件， 阳
台坠落、 蜡烛引火、 谋生人敲门
抢劫等案件均有发生。 对此， 侯
警官提示， 孩子留守家中， 家长
也必须防患于未然。

警惕家中“隐形杀手”

被大多数家长认为很安全的
家里 ， 其实暗藏 “隐形杀手 ”。

侯警官举例 ， 家中插座随处可
见 ， 且 大 多 都 在 低 矮 处 ， 有
小 孩 的家庭 ， 尤其需要重视 ，
为了防止孩子用手指触摸或用金
属物捅插座孔眼， 家长们要选用
带保险挡片的安全插座 ； 电风
扇， 转动的电扇常常能引起孩子
们的好奇心， 对于落地风扇， 可
以将其罩起来并固定住， 防止孩
子拉扯 ； 卫生间的浴缸 、 洗衣
机、 马桶也有危险， 这几样东西
可能会吸引孩子攀爬到里面， 尤
其浴缸里的水深哪怕只有10厘
米， 也足以使小宝宝溺毙； 还有
就是厨房， 孩子的好奇心很容易
在厨房里得到满足， 偏偏厨房是
一个暗藏 “杀机 ” 的地方 ， 菜
刀、 水果刀、 削皮刀、 剪刀等锋
利的器具使用完毕后一定要放到
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 包括热水
瓶、 开水壶等物品， 炉灶上的锅
柄把手记得朝内。

阳台、 窗户， 孩子失足坠楼
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 与阳台安
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
建议有孩子的家庭都要安装牢固
的护栏。 护栏应选择竖向排列、
间距小于10厘米宽的栏杆。 如果
阳台比较大 ， 可以装隐形防护
网； 如果是有飘窗和落地窗的家
庭 ， 可以在窗户的内侧装防护
栏。 当然， 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灌
输安全意识也很必要。

陌生人叫门不能开

“我是你爸爸或妈妈的同事 ,
你的家人给你买好吃的了 ,让我
给你带回来”； “我是你爸爸或
妈妈的同事 ,你的家人出事故了 ,
让我来接你”； “我是你的亲属 ,
从某地赶来看你”； “我是看煤
气表 (水表) 的” 等， 不法之徒
通常会用这样的方式诱骗独自在
家的孩子开门。

如果遇有陌生人敲门， 尽量
不要答话， 更不要透露自己是一
个人在家的实情，可以用“爸爸正
在睡觉”或是“大人到楼下买菜”
等来暗示、吓退陌生人。如果孩子
在独自外出时遇见不认识的人前
来搭话，要提高戒备，不能吃、喝
陌生人给的食物或饮料， 不能跟
随陌生人去陌生的地方；面对纠
缠不清的人， 孩子要懂得向周围
邻居或警察寻求帮助和保护。

安全上网不沉迷网络

暑假期间， 不少青少年选择
网上冲浪来作为自己假期主要的
消遣方式。

提醒家长们， 不要让孩子一
个暑假依赖电脑打发时间， 不沉
迷网络和电子游。 同时要慎交网
友， 在网上不要透露能确定身份
的信息， 包括： 家庭地址、 学校
名称、 父母职业、 家庭经济状况
等信息； 不要轻信网上朋友的信
息资料 ,不要自己单独与网上认
识的朋友会面 ； 控制好上网时
间 ,拒绝通宵上网 ,不要通宵玩游
戏 ； 不去酒吧以及歌舞娱乐场
所， 提高防范意识， 自觉抵制毒
品， 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

【建议】
安全教育务必以身作则

很多父母对于唠叨式的教育
方式表示无奈，即便是反复强调，
孩子的安全意识还是不强。对此，
从事了30多年教育工作的郑云珍
老师表示，只有科学的教育方式，
才能真正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从
思想上提升安全意识。她建议，对
于任何安全知识的教育， 都应该
因材施教，且务必以身作则，父母
是孩子最直接的榜样。

鼓励社会组织补位

暑期安全， 不光是家长要防
范到位 ， 社会补位意识也是跟
上。 建议社区应该给这些 “被散
养” 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活动的场
地， 由社工和志愿者来负责组织
活动， 安排他们的生活。

北京智天使青少年成长促进
中心主任高兵表示， 儿童甚至青
少年不但需要父母的呵护， 同样
需要全社会的呵护， 政府相关部
门应加强指导和扶持， 鼓励社区
和社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
活动，为家长消除后顾之忧。目前
本市已有不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开始关注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并
敞开大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有组
织、有纪律的活动内容，希望有更
多的社区动员起来， 联合社会组
织一起为孩子们的快乐、 安全假
期， 保驾护航。

暑暑期期放放假假 孩孩子子安安全全不不能能““放放假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