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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海燕

让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
增加，越来越多的儿童独自
留在家中由亲戚代为照看，

我们把这类儿童称为留守
儿童。如何让这些幼小的心
灵健康成长？在“六一”儿童
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共
青团信阳市委少工委负责
人陶丹。

谈起让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陶丹告诉记者，少年儿
童，是祖国的未来，如何让他
们有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

除了重视和关心留守儿童的
人格成长和未来， 给他们的
家长和他们本身以帮助外，

再就是要让全社会都动员起
来，把关心、帮助少年儿童成
长当成一件大事，齐抓共管，

这样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
和谐社会， 才能让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

谈起怎样让孩子健康成
长，陶丹说，首先是要让家长
清楚地意识到钱重要孩子更
重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
干意见》，把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 社会教育作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的三个重要
环节， 标志着我国对于家庭
教育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相比，具有早期性、

日常性、 权威性和感染性特
点，其中关键角色是父母。帮
助农民工提高家庭教育的意
识和水平是流入地城市政府

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文化资
源丰富得多的城市， 可由政
府出面组织电台、 电视台为
农民工举办专门的家庭教育
节目，开办教育热线，在周末
举办大型义务讲座。 一旦他
们掌握科学育子理念， 学会
教育方法， 情况会有很大改
观。在政府和社会帮助下，农
民工应该学会家庭教育这门
课。目前，大多数父母与留守
儿童一个月打不了一次电
话，还时常无话可说。专家提
倡父母与孩子书信往来，更
能表达感受和心声。 如果有
小学低年级或更小的孩子，

父母最好留在孩子身边，即
使外出打工， 也要保证能随
时回家看望孩子。

其次是各部门携手合
作， 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帮助留守儿童，是农民工
流出地政府和学校、 相关部
门的一项责任。 留守儿童的
大规模产生，是近期的现象，

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心理、

品格问题甚至青少年犯罪
等， 都必须依赖更深入的专
门调查资料来进行分析。建
议相关政府部门尽快组织有
关留守儿童的专项调查研
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实
证明， 建立儿童托管中心和
心理咨询机构， 推进留守儿
童寄宿制学校建设， 为留守
儿童提供心理关怀和学业指
导， 可以立体式营造孩子们
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为了
解除外出务工农民的后顾之
忧， 要采取措施有效加强农
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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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 就要像春泥呵护着花朵一样

“打造未成年人成长的净土，就要像
春泥呵护着花朵一样，把法律的养分注入
他们的生命中， 使他们健健康康地成长。

关心青少年， 减少青少年的犯罪与被犯
罪，是我们司法机关的责任，也是目标。”

市司法局副局长张慧华，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

2003

年， 就读于原
358

高中的
17

岁花
季少女张静，成绩优异且相貌出众，遭到了
同学马娟的妒忌。某日凌晨，马娟来到张静
寝室，将硫酸泼到了张静的脸上，导致其重
度烧伤毁容，后马娟被判处死刑。如果说，

马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法制教育， 也许就
能避免这场悲剧。张慧华告诉记者，法制教
育， 从娃娃抓起， 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是给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放置一把直尺，

不能走弯路、走邪路。未成年人普法教育，

是家庭、学校以及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家
庭方面，家长首先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细
心留意孩子的言行举止及思想倾向， 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积极地影响
和教育孩子。在学校里，通过推进法制宣传
教育与校园文化相结合， 充分发挥校园广
播、 校园报纸、 校园网络等宣传阵地的作
用，指导各中小学校通过建立法制宣传栏，

在校园广播站开辟法制栏目， 制作法制黑
板报，举办法律知识竞赛，举办模拟法庭，

开展法制文艺演出等形式， 使法制教育渗
透于校园生活各个方面， 激发青少年学生
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热情。在社会上，

尤其是网吧、游戏厅等场所，要做好禁止未
成年人进入的工作， 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不
良影响。

另外， 市司法局设立了青少年维权热
线和法律援助联系点，组织律师与“问题青
少年”结成帮扶对子，一对一地解决青少年
的法律难题，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流动人
口家庭子女等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和法
律援助，对农民工“留守子女”违法犯罪案
件，放宽受援条件，简化受理程序，指派具
有良好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律师承
办此类案件， 并注重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
活动等情况，进行全面辩解或辩护。记者从
律师材料中， 找到了一些有关未成年人犯
罪与被犯罪并得到了有效的法律援助的案
例。例如，罗山县一起涉及

9

名青少年抢劫、

故意伤害案被提供法律援助时，作出了“初
犯，为讲义气实施犯罪，主观恶性小，能主
动赔偿受害人损失，求得被害人谅解”等辩
护意见，被法院采纳，

3

名“留守子女”被判
缓刑，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

关于农民工“留守子女”方面，张慧华
说：“留守儿童问题，一直让我们十分揪心，

因为他们在家庭得到的法律知识是十分缺

乏。 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父母长年不在孩
子身边，另一方面，这些孩子的父母法律意
识与法律知识都十分淡薄。所以，校园与周
边环境就成为了他们最为重要的法律课
堂。为使律师服务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市司法局提出了建立律师与
未成年人尤其是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机制的
新要求，努力做到“五个一”。一是帮扶律师
每月对留守儿童进行一次家访， 及时了解
留守儿童生活、学习情况，帮助留守儿童解
决实际困难； 二是帮扶律师每学期对农村
留守儿童父母或监护人进行法制教育，增
强监护人的法制观念， 避免家庭暴力或影
响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事件发生； 三是帮
扶律师每季度慰问留守儿童一次， 为留守
儿童送去学习生活用品， 帮留守儿童树立
热爱学习、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心态；四是
帮扶律师每年组织留守儿童进城健康体检
一次， 帮助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饮食
习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促进身体健康成
长； 五是帮扶律师每半年开展一次心理健
康辅导， 帮助解决留守儿童由于情感上得
不到慰藉与呵护，容易形成内向、自卑、敏
感、脆弱等性格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思想情感意识。”

孩子的明天就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
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在“六一”儿童节到
来之际，让我们再为祖国的花朵们多一份
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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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
节。 每当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的节日
到来之时，都感觉有话要说，且有很
多话要说。其实，不只是节日到来的
时候，一年

365

天，每时每刻都欲说
还休。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乃
是当今社会， 有碍孩子健康成长的
事情频繁发生。 尤其是时下频发的
儿童安全问题， 不得不让我们这些
成年人痛定思痛。

在所有被保障的权益之中，生
存权是最基础的。然而，不断发生的
关于儿童安全的事件， 是不是该给
社会敲响警钟？ 从一桩又一桩的问
题奶粉事件， 到一些学校食堂的中
毒事件，从有毒校服的屡禁不止，到
“夺命校车”事故的接连不断……这
些原本掌握着儿童“生杀大权”的成
年人们， 却因一己之私或者大意疏
忽， 给纯真的孩子们身心留下难以
抹去的伤痛。

孩子们在一个充满没有安全感
的环境里， 又怎样能够度过美好的
快乐童年呢？在孩子们的生活里，存
在着那么多被成人设置的无形“地
雷”。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
面面，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面对

“地雷”， 是否都需要踮着脚尖择路行走？ 而不能欢笑
着、雀跃着、自由奔跑。

孩子是新生的希望，是需要全社会关爱的群体。那
些在儿童食品中添加毒素的、 在学生校服里使用致癌
材料的无良商家们，在一味逐利时，应该想一想如果自
己的孩子也遭此毒害， 心情如何？ 那些不负责任的老
师，在做着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行为时，是否该想一想
自己的师德和良知哪里去了？ 那些缺乏安全意识的家
长，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想一想，该如何增强自己的安
全意识，从而在点滴中给予孩子正确的安全教育，以防
范可以避免的安全事故……事实上，所有这些，只要我
们还拥有起码的“护犊”之心，原本都可以不会发生。

儿童是未来，是希望，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所
以为了保障全世界儿童的权益，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将每年

6

月
1

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都设定了这一节日。节日的设定，是为了进一步地
提醒人们：有一个这样的群体，需要我们倍加爱护！而
不是仅仅“欢乐”一下而已。好在我国有“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保护儿童已经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 尤其是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许多有关保
护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同时，严厉打击侵害儿童
权益的活动频出，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氛围日益浓厚。

因为，孩子们在阳光下成长，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希
望。

希望如何变成现实，需要我们三思。爱护孩子，就
是爱护我们的未来；爱护孩子，就是爱护祖国的栋梁。

倘若生命不再，何谈身心健康？故而，“未来”有待成长，

栋梁需要栽培。

这就要求我们的
精心呵护， 辛勤
浇灌。如此，才会
有节日的笑脸，

才会有春天的鲜
花灿烂！

校 园 安 全 不 容 忽 视

众所周知，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家长的
希望，孩子的安全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在“六
一” 儿童节来临之际， 记者来到我市胜利路小
学，就校园安全问题进行了采访。

5

月
24

日下午
3

时
45

分，伴随着一声警报，

学校的“避震、紧急疏散演练”正式开始。警
报声一响， 上课教师立即停止授课， 转而成
为教室演练负责人。“地震来了， 同学们，不
要慌，大家迅速用手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
课桌旁，尽量蜷缩身体，降低重心，并尽可能
用书包保护头部， 将一只胳膊弯起来保护眼
睛不让碎玻璃击中， 另一只手抓紧桌腿。在
墙角躲避时， 把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保护
自己的头部和颈部， 闭上眼睛和嘴， 用鼻子
呼吸。”该校六（七）班里，班主任周海军老师
正有条不紊地指导学生进行室内避震， 纠正
学生的不正确动作和姿势。

1

分钟后，信号员
发出解除地震警报信号，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有秩序地从教室向下撤离， 并按照预定的

疏散路线， 有秩序地疏散。 这次演习使全体
师生在发生地震时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自
救，能够迅速、有序、安全地撤离疏散，最大
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保障和维
护广大师生的人身安全。

采访中很多家长表示， 学校应该经常开
展一些安全教育活动， 使学生接受比较系统
的防溺水、 防交通事故、 防触电、 防食物中
毒、防火、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安全知
识和技能教育。 接受采访的学生认为， 学校
往年利用广播、黑板报、悬挂横幅、张贴标语
等宣传工具及举行主题班会、 讲座、 安全征
文与知识竞赛等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
动，非常有意义，希望能继续保持和加强。

校长吴黎霞告诉记者，“避震、 紧急疏散演
练”只是学校普及安全知识的一个方面，为了进
一步加强安全管理，明确安全职责，防止学生相
互拥挤踩踏，避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学生在
校时间，尤其是课间操和第四节下课，安排值勤
教师制止学生追逐打闹、拥挤堵塞、攀爬、打架
等危险行为。及时疏通楼道，让学生严格按照学

校的要求靠右行上下楼道。

吴校长说，校园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保证校
园安全还要从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 改善社会
环境入手，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图为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防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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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一大早，

11

岁的马士昌就
从家里出发了，自从当了路队长，他每
天要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 因为从他
家到学校的这条路上， 他一路要顺路
叫上自己队的

9

名同学，无论是上学还
是放学， 他这一小队的同学们都一起
走，这样，同学们不仅互相做伴，还保
证了安全。马士昌家住得最远，年纪在
这个小队里也最大，虽然身材矮小，但
他还是当上了路队长。别看他个子小，

一路上他总是不时地提醒比自己小的
同学们靠边走，遇到水塘，他还提醒同
学们要小心。马士昌告诉记者，今天，

他要比平时到学校更早一些， 因为学
校有活动。

这是记者在平桥区五里镇郝塘村
小学开展“‘七彩童年，欢乐六一’———

关爱少年儿童”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
园活动中看到的镜头。

是日，在郝塘村小学，记者看到，

伴随着《小学生交通安全歌》的歌声，

儿童们在一声声“交通安全很重要，条
条规则要记牢；行人要走人行道，没有
行道往右靠。天桥地道横行道，横穿马
路离不了。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
去抢道·……”的歌声中，一场普及交
通安全知识的活动拉开了序幕。 活动
中， 来自市交警部门的同志用生动活
泼的语言和事例为小学生们讲解了一
些基本的交通安全常识、 校内安全和
外出安全知识，以及安全事故的一些简单处置方法。

像郝塘村小学这样上学、放学实行路队制度，请相关部
门给学生上安全教育法制课，只是平桥区众多学校严抓安全
教育的一个缩影。在平桥区教体局，记者采访了局长郭卫东。

他告诉记者，校园安全稳定，责任重于泰山，来不得半点马虎
和一丝一毫的松懈。平桥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94

所，共有学
生
124774

名，近年来，共投入
150

万元为各乡镇中心学校，幼
儿园、区直各学校安装了电子监控设备

67

台，摄像头
600

个，

还安装了
110

报警系统，为学校配备了警棍等防护器材和消
防器材，今年还准备为学校配备保安

148

名。在这些硬件设
施配备的基础上， 还要加强对学校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演
练、周边环境的治理，学校的饮食安全和交通安全也是工作
重点。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以更加严谨的作风，更加得力
的措施，更加科学的方法，更加精细的管理，消除一切不安
全、不稳定因素，确保校园的安全稳定。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5

月
29

日上午，全市少先队庆“六一”“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主题队日
活动在市第一实验小学举行。团市委向市第一实验小学捐赠价值

5

万元
科普图书， 向

100

名留守儿童捐赠
100

套书包文具， 随后举行少先队庆
“六一”队日活动。活动中，广大少先队员参观“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主题
历史图片展。参观完图片展，少先队员又在校园里举办了“红领巾图书
跳蚤市场”特色少先队活动。同学们将自己闲置的图书在校园内低价买
卖，互通有无、互相交换，通过这项活动培养广大少先队员热爱读书、勤
俭节约的良好品德。

让“花朵”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

李小然

□

本报记者赵锐文
/

图

□

庞书纬

□

本报记者张诗琦

□

本报记者赵锐

□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少儿成长环境“成人化”令人担忧

孩子们的世界本应天真无
邪、充满阳光。然而“六一”前
夕，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一些少
儿图书、 影视节目存在明显的
“成人化”趋势。与此同时，越来
越多的物质诱惑， 也正在对孩
子们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走近书店的少儿柜台，

不少图书的名称让记者吃了
一惊：《尸画》《白日鬼呻吟》

《教主，你就从了吧》……而
这些图书的封面和插图，则
充满了骷髅、鬼脸、凶杀甚至
色情画面。细看其中内容，更
让记者头皮发麻： 在一本名
为《鸡皮疙瘩》的书中，惊现
“冰冻眼球串”“幼虫冰激凌”

等让人作呕的字眼。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坦言，

目前少儿总体阅读情况并不
理想， 大量无益的少儿读物
在市场上泛滥。 保证孩子们
的阅读质量， 不仅需要家长
精挑细选， 也需要健全少儿
图书出版机制， 着力打造格
调清新高雅的精品， 引导少

儿图书的主流市场。

图书如此， 少儿影视也
不容乐观。据媒体报道，今年
４

月初，江苏一名不足
１０

岁的
男孩， 模仿某知名动画片中
“烤全羊”的剧情，将小伙伴
捆在树上并点燃树下草堆，

致使两人重伤。

除图书、影视外，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物质诱惑， 使少
儿群体中“面子”观念、攀比
思想不断加剧。 刘先生的儿
子今年上小学

３

年级，“现在
很怕带孩子去商场， 孩子最
爱说的就是谁的家长给谁买
什么了，就闹着要父母买。小
小年纪就爱攀比，爱虚荣，以
后怎么办？”刘先生说。

多年从事少儿教育、成
长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颜老师认为，目前，应更
多反思浮躁的社会风气和过
于激烈的竞争带给孩子们的
心理压力， 特别是反思成功
标准的单一化， 在此基础上
关注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

从而让他们拥有一个更为单
纯、快乐的童年。

（据新华网）

□关注儿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