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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潘东晔）2

岁萌娃拿着玩具独自离家玩耍，而迷糊大意

的爸爸却浑然不知。当晚，值夜班的孩子妈

妈在业主群看到自家娃的照片，才意识到孩

子丢了……所幸浦东警方及时发现情况，携

手热心群众找到了孩子的父母。

1月15日晚上8时45分，浦东公安分局万

祥派出所接到求助称，馨苑小区南区门卫室保

安发现一名2岁孩童独自在小区内走动，身旁

无家长看管，猜测是走失了，帮忙照看15分钟

后，依然没有家长来找孩子，遂报警求助。

接报后，民警张文煜立即赶赴现场，在周

边寻找孩子家长无果后，将孩子带回派出

所。在派出所里，小男孩紧紧攥着一个玩具，

一双小眼睛好奇地盯着大家，不哭也不闹，只

是有些许紧张。

为了安抚孩子情绪，民警安排女性工作

人员为孩子准备了小零食并将其抱在怀中耐

心询问，但由于孩子年纪尚小，始终无法说清

家长情况。张文煜在居委会工作群通报了相

关情况，并通过系统试图查询信息。直至当

晚9时30分许，值夜班的孩子妈妈在业主群

内看到自家娃娃的照片，才得知孩子走丢了，

当即联系孩子的爸爸。此时，糊涂的爸爸意

识到孩子不见了，匆匆赶到派出所。

经了解，这一家人住在馨苑小区北区，当

晚爸爸在家中独自照看儿子，因忙于其他事

情，全然不知年幼贪玩的孩子已走出家门，从

北区穿过马路跑到了南区，用小短腿“离家出

走”了近2公里，如果不是保安发现异常并报

警求助，后果不堪设想。

民警对这名迷糊的爸爸做了严肃批评教

育，对孩子的教育看护予以引导，同步开展了

安全防范宣传。孩子的爸爸既紧张又自责，

当场表示以后会负起责任好好看护孩子，并

对民警、保安的及时救助表示感谢。

2岁娃“离家出走”近2公里
民警发现时，迷糊爸爸竟浑然不知孩子走丢

临近年关，关于烟花爆竹事故的新

闻也多了起来。昨天一条新闻冲上热

搜，据媒体报道，四川达州一名幼童在小

区门外往下水道里扔鞭炮，跑出几米后，

相邻的5个井盖突然爆炸，堪比爆破现

场。所幸现场无人受伤。

过年放鞭炮，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年

俗。尽管近年来随着“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规定的推行，相关事故的确在减少，但

在不少渠道依然有非法购买烟花爆竹的

行为发生。适逢寒假，孩子在家且好奇心

重，因为玩鞭炮致使小孩受伤、发生爆炸

和火灾等安全事故的情况也依然存在。

并不是每一次鞭炮事故都像上文那

样幸运。一个月前，同样是鞭炮被扔进

窨井，宁夏一名小男孩就因此殒命。而

在去年，本市也发生过孩童燃放鞭炮将

车燃毁的事故。

不给“蓝朋友”（消防员）增加不必要

的负担，就应该先从家长教育环节入

手。不但应该清楚告知孩子正确的燃放

时间和地点，更应该告知孩子不要将鞭

炮投向化粪池、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场所，

不要投放进封闭的容器中。此外，在相

关禁令推行的当下，不少人通过一些流

动摊点或者私人商户购买“土鞭炮”，这

本身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从正规渠道

购买烟花爆竹，给孩子一个最基本的安

全保证，切勿因小小鞭炮造成无法挽回

的重大伤痛。

放鞭炮、祭灶等都曾是重要的年俗，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生活方

式的变迁，承载着中国人年文化的很多

民俗符号也在不断变化。但是，不管年

俗怎么变、变出多少新花样，春节的精髓

从未改变，“团圆、祝福、祥和、感恩、憧

憬”是中国人过年永恒不变的主题：年味

蕴藏在新出现的年俗里，融入不断的传

承与变化里。大年三十，家家户户的窗

外没有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而屋内则

充盈着浓浓的年味，“禁燃令”不仅为空

气“减负”，也为健康平安“加码”。

本报讯（记者 孙云）今年是上海市

实行烟花爆竹“禁燃令”的第七年。近日，

杨浦公安分局和松江公安分局查获多起

在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带回本市外环以

内，预备在春节期间燃放的违法行为。

1月16日，松江公安分局车墩派出所

接群众举报，称车墩镇某小区有人贩卖烟

花。民警立即赶往该小区，在嫌疑人伍某

家中发现一箱烟花，其中“银色喷泉”100

盒、“孔雀开屏”2盒、“水母”2盒。

经调查，自1月起，伍某在没有烟花

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微信群内发布烟

花拼单消息，每拼满1箱，就从外省市朋

友处低价购买烟花并通过快递运输到上

海，然后再提价卖给群友，由买家直接到

伍某家中提货。伍某以此方式先后售卖

烟花4箱，共获利1800余元。目前，伍某

因非法买卖危险物质已被松江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

1月17日，杨浦公安分局江浦路派出

所与中原路派出所民警先后发现有人前

往外地购买烟花爆竹并自行运回杨浦家

中。根据线索，民警上门找到两名当事人

孙某、陈某，当场发现存放的烟花爆竹若

干。民警将他们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

查，两人均称了解上海“禁燃禁放”的规

定，但为了感受年味而明知故犯，前往外

省市购买烟花爆竹，并准备在春节期间

前往本市外环外区域燃放。私自运输、

存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且涉嫌违法，目前孙某、陈某均已被

杨浦警方依法进行法制教育，相关烟花爆

竹也被收缴。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记者从上海
地铁获悉，1月22日下午4时30分许，轨

交15号线祁安路站一名老年女乘客下

车时被屏蔽门夹住，工作人员迅速上前

试图帮助脱困，之后这名女乘客经送医

抢救仍不幸身亡。事故具体原因有关部

门已介入调查。

据介绍，容易造成车门“夹人夹物”

的情形有：

■ 强行上下车：当门灯闪亮、蜂鸣
器响时，车门开始关闭，此时强行上下车

最容易导致人员、衣服、随身行李等被夹。

■ 倚靠车门：站立在车厢里的乘客
倚靠在车门上，如列车是塞拉式车门，紧

贴车门的衣服会随着车门被带入到车体

内，造成车门故障。

■ 超过界限：列车停站开门，乘客上
车，由于车厢人多拥挤，乘客站立在车门

附近，身体或随身物品仍有部分区域超出

车门外，此时列车关门容易将衣物夹住。

轨道交通运营方提示，紧急解锁装

置又称列车紧急拉手，是在遇到突发事

件时用于人为迫停列车、开启车门的装

置，通常设于列车车门内侧或车门上

方。遇到以下三类情况时，可拉动紧急

拉手自救或救人：

■ 列车在站台上准备启动但尚未

驶离站台范围，此时若有乘客被夹在列

车车门与屏蔽门之间，或乘客踏空的脚

被卡在站台与列车缝隙之间动弹不得时；

■ 列车即将进站或驶离站台时，有乘客进入或跌

落隧道区间，站台上乘客可按下站台紧急停车按钮；

■ 列车上下客完成后即将启动尚未驶离站台范

围，此时车厢内发生乘客晕倒、严重的肢体冲突，以及

类似火灾、爆炸等威胁乘客生命安全的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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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熊孩子与年味 厉苒苒

购买烟花入沪后提价转卖群友
上海警方查获多起违法购买烟花爆竹行为

火车汽笛声、道口“当当

当”警示声、自行车铃声、人群

中“来勿及了”的抱怨声……

1987年夏天的这个清晨，铁路

沪宁线光新路道口，各种声音

掺杂在一起。我站在高处，一

边是穿梭不止的火车，一边是

如洪水般涌来的自行车和人

流，我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当

时最繁忙的道口。根据当时

《新民晚报》的报道，上世纪80

年代的上海，铁路运输因改革

开放变得繁忙起来，以光新路

道口为例，沪宁线、沪杭线出上

海都要经过这一道口，最繁忙

时段每过几分钟就有一趟火车

经过；同时，上下班的自行车

“长龙”极为壮观。30多年过

去了，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新

民晚报》，又想起当年人车“对

冲”那一幕，不禁感叹光阴似

箭，感谢自己曾路过、记录过。

纪海鹰 图 解雯贇 整理

千军万马过道口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顾武 记者 江跃

中）“我把这笔国家励志奖学金捐出来，为家

乡抗疫工作做点贡献。”近日，正在河南省郑

州市金水区担任社区抗疫志愿者的上海行健

职业学院学生王照赢，向金水区红十字会捐

出5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

王照赢目前就读于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00级电商（2）班，是一名共青团员。新年

伊始，获悉家乡出现疫情后，他报名成为社区

抗疫志愿者。

1月7日晚上，王照赢坐上返乡的火车，

加入了核酸检测一线志愿者队伍。当看到医

护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口罩和防护

服时，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将自己在上海行

健职业学院刚获得的5000元国家励志奖学

金全部捐赠出去，购置一些防疫物资。

王照赢告诉记者：“我家庭经济条件差，

刚考进大学就享受了国家对贫困生的助学金

补助，心里充满感激。平时我还干一些勤工

俭学的活儿，挣的钱已够在校生活开支，所以

在拿到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我就想把它用于

回馈社会。”

5000元奖学金
捐给家乡抗疫

曾贫困受助 现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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