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 骑车上路切莫“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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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保护部门提醒未成年

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要注意

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

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火灾逃生时

不要乘坐电梯；不要在人流中逆

行，或弯腰系鞋带；在人群中不要

和家长走散，要熟记家庭住址、父

母电话号码及工作单位全称。

“种下安全意识的种子，开人

生平安幸福的花。”以此为主题，松

江区岳阳小学“少年警校”请来了

公安特警队员，为4年级学生传授

“防身秘笈”。

你知道什么是特警吗？特警

队员要进行哪些日常训练？遇到

危险怎样自我防护？……在这堂

别开生面的展示课上，同学们观看

了特警队员的训练视频，还学习了

特警们使用的任务手势。现场展

示的特警头盔、盾牌、防弹背心等警

用装备引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

更让他们激动的是在教官的指导下

体验了当“小特警”的光荣感和责任

感。孩子们表示：“学习了防身技能

和防范技巧，以后如果碰到坏人，

我们知道了该如何保护自己。”

黄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制作了一本交通安全手册，堪称青少年寒假出

行安全宝典——

● 不在小区停车场、路侧停车位等区域玩耍。

● 远离车辆盲区，尤其是大型车辆的盲区会更大一些，更要注意保持

安全距离。

● 儿童过马路时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在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的

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安全护栏和

隔离墩。

● 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斜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路

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确认没有机动车临近时才可以穿越马路。

● 不要在路上相互追逐、打闹、嬉戏，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手机。

● 尽量给孩子选择左后位置乘坐汽车，因为前排正面安全气囊的弹出

位置都是按照成人设计。

● 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是离开车辆几分钟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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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王蔚

■ 松江区岳阳小学请来警察叔叔为

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 李晓蕾 摄

■ 黄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的警官们走进格致初中，为学生讲解各种交通标志，上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格致初中校长王珏说出了心

里的担心。因为就在前几天“半天

学习半天放假”的期末日子里，她

下班回家时在马路上多次见到骑

共享单车骑得飞快的“追风少

年”。考试结束、新年来临，不少爸

爸妈妈也会选择给孩子买一辆自

行车作为奖励。但是，如果缺乏最

基本的道路安全意识，骑车上路反

而会埋下隐患。

“数据告诉你，如果系好安全

带，正面撞车时可使死亡率降低

57%。”“系安全带位置有讲究，小

个子的同学如果系得太高，可能会

勒住脖子。”“当心‘开门杀’，贸然

打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车辆经过时

来不及反应，造成碰撞，严重的甚

至会造成人员伤亡。”……期末“最

后一课”，格致初级中学礼堂内，伴

着一张张PPT的讲解、一幕幕真实

交通事故的监控视频回放，一阵阵

感叹声从观众席传来。和帅气的

警用车辆合个影，认一认各种平时

不大能见到的“小众”交通标志，探

秘警察叔叔每天佩戴哪些“宝贝”

出警……操场上的互动打卡点，则

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寒假前夕，该

校邀请黄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的

警官们走进校园，用一堂生动的安

全教育课，为同学们假期出行保驾

护航。

“请牢记这个关键数字。”黄浦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腾溢警官话音

刚落，卡通小蛇便在屏幕上弯折出

一个大大的数字：12。他提醒同学

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

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则

必须年满16周岁）。而且，《上海市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不得安

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

驾驶座位。

不少同学平日里是坐在爸爸妈

妈的电动车后座出行的。但是，戴

上头盔就安全了吗？连丹警官邀

请一名女生上台试戴头盔。跟着

她的指令，女生轻微晃动脑袋，而

头盔也跟着摇晃起来。连丹提醒：

“别忘了拧紧调节器，调整下巴插扣

的位置并扣紧，直到头盔不会前仰或

后翻才行。”

交警部门也提醒家长，要经常

检修自行车，保持车况完好。骑车

人不要双手离把，不互相攀扶，不互

相追逐打闹，不在马路上争道抢行，

更不能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时不攀

扶机动车辆，不载过重东西，不骑车

带人，不在骑车时戴耳机听音乐。

放寒假了，家成为孩子们活动

最多的场所。尽管家被认为是安

全的港湾，但是居家生活其实暗藏

着不少隐患。全球儿童安全组织

（中国）首席代表、儿童安全专家崔

民彦说，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一

半以上的儿童伤害事件都发生在

家中，尤其是，1到4岁的孩子在家

中时间最长，也最易受到伤害。“我

们的调查显示，溺水是造成儿童死

亡的第一大原因，跌落是造成小朋

友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崔民彦说，儿童受到意外伤害

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环境中存

在的不安全因素；二是监护不得

力；三是10到12岁以下儿童对危

险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还不足。

阳台或飘窗能给一个家庭带

来明媚的阳光，但有时候却称得上

是最危险的安全隐患，新闻报道上

也时常可见儿童意外坠楼事件的

发生。“这样的风险是完全可以做

好预防规避的。”崔民彦说，缝隙过

大的阳台栏杆容易让孩子从中间

穿过，飘窗没有安装防护设施的

话，孩子很容易推开窗子而失足坠

落。除了给一楼以上的窗装上护

栏外，为了防止孩子攀爬发生意

外，家长还要有意识地不在靠窗的

位置放置凳子和沙发等家具；不在

阳台堆放过多东西；教会孩子不要

倚靠纱窗。

“厨房是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区域，是孩子们最好奇的区域，也

是烧烫伤的高危地点。在没有家

长看护的情况下，尽量让孩子远离

厨房。热水、热饭、热菜都要坚守‘30

厘米原则’，放到孩子伸手够不到的

地方。大人烹饪时，厨具的锅柄要朝

内放置，以防孩子碰到烫伤。”崔民彦

说，最容易忽视的一条是，抱孩子时

不要去拿热的杯子等。

孩子年纪小但好奇心强，对于

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还没有清晰的概念，误食误吞极容

易发生。“近年来，人们的儿童居家

安全意识有大幅提升，也会采取一

些必要的家庭环境安全措施。但

是，家中小物件的安全检查和带来

的安全隐患却很容易被忽视。”崔

民彦说，在家中，孩子误食成人药

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常误食的三

类药分别为，感冒药、慢性病药品

（如高血压、糖尿病药）、精神类药

物（如安眠药）。“孩子们会因为这

类药品外壳是糖衣，把它们当成糖

丸误食。因此，家里有小朋友，药

物保存要遵循三个原则，放高、放

远、不张冠李戴，也就是要把药放

在原装瓶中。”

崔民彦还特别强调，玩具也有

可能是“伤害者”。“新年将至，家长

们通常都会给孩子添置玩具。儿

童在玩耍时，大人要时刻监护。不

要选择小巧精致、含有小零件的玩

具，以防婴幼儿吞食或堵塞鼻子。

一旦发现有小部件掉落，立即要把

小部件收起，以免孩子好奇放入口

中，导致异物卡喉。同时，收好玩

具防止发生绊倒等事件。”

“孩子在家中发生伤害事件，

有时和家长缺乏安全意识以及看

护失察有关。”但是，崔民彦说，看

护孩子不等于不让他探索，把握尺

度很重要，一定要告诉孩子安全的

边界。崔民彦建议，家长可以带着

孩子一起打造安全家园，一起给家

具贴上防护条、给插座插上安全

扣，也可以带着他们在安全的范围

内体验“危险”，比如，让孩子观察

火苗，远远地感知火苗传导出来的

热度；带他们做一个鸡蛋坠落的实

验。“只有当孩子感受到后果，才会

逐步建立起安全意识。”

今天起，沪上中小学生
放寒假。假期前，许多学校
不约而同地将“最后一课”的
主题定为安全教育。每逢寒
暑假，教育部都会发布提示，
提醒中小学生外出时注意自
身安全，特别是骑车和行路
要注意交通安全，独自居家
要小心使用电器和燃气，切
莫轻信网络虚假信息等。
教育部门千叮咛万嘱咐。

那么，在未来的一个月里，孩子
们的寒假还会有哪些安全隐
患？假期生活如何才能确保舒
心、放心、顺心呢？

■ 有婴幼儿的家庭别忘了给飘窗

和落地窗安装防护栏杆 图 IC

居家 防范孩子意外跌落

玩耍 合理收纳防止误食

秘笈 教会孩子自我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