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上好“安全大课”，为
学生系好暑期“安全带”

6月的最后一周，上海市奉贤区育
贤小学的同学们在结束了本学期的全部
课程学习后，迎来了暑假之前的最后一
堂“全校大课”——为增强学生防溺水
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技能，提高应急
脱险能力，育贤小学在各年级统一开展
了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为主题的
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班会课上，班主任从“牢记防溺水
措施六不准、如何预防溺水”讲到“如
何辨别溺水、发现溺水时的救护方法、
发生溺水该如何施救”……专题教育视
频、防溺水知识 PPT、真实案例呈现
等，让孩子们对溺水的危险性和溺水时
如何自救有了一定认知。

“每年的5月到11月，是溺水事件
的高发期。特别是暑假期间，学生常常
结伴在无人看管的水域游玩，而一旦出
现有人落水，其他人施救方法不当，就
会造成群体伤亡事件，这是非常令人痛
心的。所以一定要提前普及知识，避免
类似情况发生。”最近，河南省郑州市红
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接到了
不少学校的邀请，趁着放假之前为孩子
们进行安全宣讲。

牛振西介绍，救援队从2012年进入
校园、社区进行防溺水安全宣讲，将安
全教育置于前端。在宣讲过程中，救援
队坚持精细化宣讲思路，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授课对象“量身定做”不同内容的
宣讲课件，还给学生普及心肺复苏、海
姆立克急救法等紧急救护知识，提升青
少年自救互救技能。通过近几年学校的
反馈来看，经过救援队培训宣讲的学
校，之后都没发生过溺水事件。

在沿海城市厦门，防溺水安全主题讲
座同样也是不少学校放假前的“必修课”。

“遭遇‘离岸流’不要慌慌张张试图
逆流游回岸边，而是要用最省力的方式
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寻求救援；
如果没有救援，不要挣扎，要顺着水流
方向漂流出‘离岸流’区域，在与海滩
平行的一侧游，之后再向岸回游。”来自
厦门红十字会的杨洋老师给湖滨中学的
学生们讲解了“玩水的安全防护”以及

“遇险时如何自救互救”等相关安全知
识。听完讲座，初一10班的章曦元同学
说，虽然自己从小长在海边，但还是第
一次学习如何应对“离岸流”，印象非常
深刻。

除了暑期最容易出现的溺水事故，
其他类型的学生安全教育也不容忽视。

在山西太原，交警迎泽二大队民警
走进辖区大南关小学、双西小学，为即
将进入暑假的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暑
期交通安全课。课上，民警与孩子们面
对面交流，讲解“一盔一带”“视线盲
区”等交通安全常识，在现场体验中提
醒孩子们暑假期间的出行安全事项，提

高学生们“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意
识。

“恭喜你中奖了，有机会免费领取游
戏皮肤。”“用你家长的手机配合我，辅
助验证。”“如果你不尽快配合，只能移
交给派出所了。”……遇到上面的情况，
你家的孩子会怎么做呢？在上海，家长
学校在线课堂暑期专题节目则邀请了上
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黄奕警官，用大
量真实的案例引导家长和孩子们识别网
络骗局，学习防范技能，帮助孩子成为
防诈、反诈的小达人。

家长：当好“第一责任人”，
暑期安全监护不缺席

据统计，每年暑假期间，涉及儿童
的事故较平时多发，而且主要集中在8
岁到12岁之间。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有相对较强的行动力，但又缺少预判
和防范危险的能力。因此，在学校积极
普及相关知识的同时，作为孩子的“第
一责任人”，在暑假里，家长也应切实担
负起监护、管教责任。

“放假前孩子回家，带回了‘暑期致
家长的一封信’，里面涉及不少假期学生
安全的问题。”北京的毛女士是一位小学
6年级学生的家长，虽说她的孩子今年
已经从小学毕业，但学校也并没有因此
忘记提醒家长：假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
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其实自从孩子上学以来，毛女士每
个假期都会收到学校的提醒。“特别是今
年致家长的信中强调了旅行安全，对于
我们来说非常及时。”毛女士说，她和家
人正准备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南方城市旅
行，而“不去地质灾害频发区域、不在

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入住酒店应及时
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等提
示，不仅讲给家长，同时也是孩子应该
具备和了解的常识。“我也正好利用这个
机会，再给孩子上上安全教育课。”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暑假对孩子来
说是放松，对各位家长来说，却无异于
一场“大考”。据统计，在涉学生、儿童
交通事故中，由于监护人注意力不集
中、疏于看管，孩子在脱离监管后随意
走动玩耍，引发各类事故的不在少数。

“作为家长，暑假期间操的心一点
儿也不比平时孩子上学时少。毕竟，没
有学校的看护，我们又不能随时在身
边，还是挺担心的。”家长蒋先生说，
自己能做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以身
作则，教会孩子知危险、会避险，远离
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行为。“唯有家
长时时警惕，才能更好地保障孩子安
全。”

除了学校和家长，为了保障孩子们
平安过暑假，各地政协也不忘献计出
力。6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
盘古乡针对暑期学生意外事故频发的特
点，组织当地政协委员深入辖区各学校
对暑期学生防溺水安全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专题调研。调研中，委员们走进课堂
对暑期学生防溺亡安全工作进行宣传，
并发放宣传彩页，提醒家长和孩子们守
护自身生命安全。

委员：防患于未然，携手共织
安全“防护网”

在各级政协委员中，有不少人从事
教育工作，而暑期学生安全，也是他们
一直关心的事。

“让每一名学生平安、健康、快乐地
过暑假，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然而，
每年的暑期，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令人
心痛的场景。所以，做好学生暑期安全
教育，一定要全社会一起行动。”上海奉
贤区政协委员、育贤小学副校长陈立提
到，今年暑假前夕，上海市教委发布

“2023 年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36
条。作为校方，学校计划安排班主任、
导师对学生进行全面上门家访，并在家
访过程中对防溺水、交通安全、网络安
全等进行重点宣传教育，确保学生的暑
期安全。“这既是落实‘安全提示 36
条’的抓手，也是一个家校携手，共同
为学子平安健康成长而努力的全新尝
试。”

“作为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我们有针
对性地进行安全知识普及，让学生增强
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郑州市
政协委员、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校长
寇爽认为，从学校的角度，应该尽可能
地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教育，但家
校接续，才能做到假期安全监管不“断
档”。“家长作为孩子人身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要增强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
范，丰富青少年在安全方面的认知和实
践，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提高自理能力、
应变能力、识别能力。”寇爽说。

福建省政协委员、湖滨中学校长叶
瑞碧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在
她看来，除了溺水、交通等涉及学生人
身安全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的诈骗也
不容忽视。“暑期很多孩子在使用手机和
电脑，当前诈骗案件频发，涉及学生的
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她建议通过孩子们
喜闻乐见的方式，提供正确的网络使用
指导，避免个人信息泄露、电信诈骗以
及受到不良网络内容侵害。特别是家
长，要对孩子使用手机管控到位。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的安全关
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但贪玩又是孩
子的天性，所以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全
国政协委员，山东省青联副会长魏新
说，暑期安全事故较平时多的原因，一
是暑假期间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的责任监
管范围，二是家长忙于工作，暑期很难
兼顾到孩子。而暑假期间如何让学生安
全教育入脑入心，同时让父母履行好校
外监管责任，一直都是难题。因此，应
该明确责任界限，健全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和社会教育一体化网络。

魏新建议，放假期间，学校可以利
用微信家长群、校园公众号等方式，不
间断地开展防溺水、交通、消防、食品
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同时，鼓励校内及
社会公益机构开展假期托管，既能保障
学生安全，也能让孩子学到知识。

魏新还提到，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水
库、池塘、鱼塘、河道、积水坑等危险
地带的巡查力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加大对旅游市场、文化市场的监管力
度，共同织好学生安全“防护网”。

快乐过暑假 安全不放假
本报记者 顾意亮 照宁 靳燕 雷蕾 奚冬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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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窗格、半圆露台、灰墙红砖……
近日，位于广州市越秀北路394号的岭南
建筑大师林克明旧居在一番“修旧如
旧”的修葺之后，以崭新的面貌与厚重
的历史向公众免费开放。

在我国建筑领域，素有“北梁南林”
的说法——“梁”指梁思成，而“林”正
是林克明。林克明生于1900年，是中国
第一代建筑师，华南建筑学科创始人和广
东现代建筑的开拓者。中山纪念堂、广
州市府合署、广东科学馆、广州体育
馆、广州火车站等广州标志性建筑皆出
自他之手。

然而，越秀北路这栋林克明自行设计
建造的住宅一度荒废落寞，难寻昔日记
忆。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均呼吁关注林
克明旧居的价值，修缮活化。广州市政协
也注意到了这一“蒙尘”的明珠。2020
年，市政协委员吴楷明提交了《关于尽快
启动微改造工程，建设越秀北历史文化名
街的提案》。提案建议，将越秀北微改造
工程列入城市更新总体计划，成立微改造
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工作小组，注重文
化保育，对越秀北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梳
理、提炼，打造越秀北街区的文化品牌，
进而开发包括“东濠涌博物馆、东濠涌、
林克明故居、北园酒家、越秀公园”等在
内的广州半日游/一日游新路线。

提案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积极组
织越秀区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
运输局、林业园林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化广电旅游局
进行研究办理。

随后，林克明旧居成为广州市历史建
筑保护活化利用的首批试点之一。2022
年7月，林克明旧居修缮及活化工作正式
启动，由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陈雄担任
项目负责人，修缮设计由广东省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修旧如旧，史
料记载的防空洞和具有现代主义住宅典型
特征的底层支柱都在施工中找到，并进行
了修缮复原。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宏伟
说，要坚持多维保护，做到历史建筑静态
保护和活态保护相协调，对外讲好广州故
事；还要注重经验总结，形成历史建筑保
护与创新发展的“广州模式”。

与林克明旧居一样重获新生的还有越
秀北路。广州市花“大”功夫，解决街道

“小”问题，通过对越秀北路进行升级改
造，重塑开放空间，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宜居的生活环境，让这个位于城
市黄金区域的老街加速“新陈代谢”，焕发新的活力。

广州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政协将进一步助力广州历史名人故
（旧）居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拓宽发展思路，充分挖掘发挥历史名人故
（旧）居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公共服务、社会教育功能，促进广州市
历史名人故（旧）居保护及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广州的一街一巷都有悠远
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近年来，广州市政协持续围绕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做文章，而这篇文章是从一次调研破题的。

2015年，针对广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工作的现状和存在问
题，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对市内部分城区进行了专题调研，
并组织赴成都、重庆、福州、泉州等地学习考察。调研组指出，广州缺乏
叫得响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活化品牌，建议通过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
方式，对历史城区建筑、遗址进行保护修缮与利用，通过文商旅相结合，
重点营造街区文化氛围，实施轻度的活化改造，盘活历史文化资源。

在调研的基础上，2016年年初，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市政协全
会上作界别发言，建议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文商旅融合发展纳入
制度轨道，创新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渐进式的活化和微更新，以
荔湾区为试点，精心打造“最广州”文化品牌，形成模式后，可在其他老
城区推广。这一建议得到时任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并进一步形成了《关
于在荔湾区泮塘打造“最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品牌的建议》。

2017年，一场声势浩大的调研在广州市各级政协铺开。市政协围绕
“把海珠黄埔古港、越秀传统城市中轴线、荔湾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打造
成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片”开展主席会议协商，选取海珠区黄埔古港、越
秀区传统中轴线、荔湾区西关文化街区作为试点，集中力量开展调查研
究，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并与相关区委区政府联合推动落实。
2018年，又以民主监督的形式对建议案落实情况回头看，继续围绕“恢
复黄埔古港原貌，纳入‘海丝’申遗项目”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围绕“关
于将海珠广场片区打造成大湾区文创金融CBD的建议”开展专委会协
商，把调研、协商、监督与试点实践深度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协商建言的
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全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

串珠成链、由点及面，市政协以“绣花功夫”描绘了重振广州历史文
脉的蓝图。提案办理、大会发言、联合调研、民主监督……市政协以层层
递进的建言为广州这座老城市焕发新活力贡献着政协力量。

2018年，广州被列入全国首批10个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城市。
2020年，广州在全国率先出台《广州市促进历史建筑合理利用实施办
法》。永庆坊修旧如旧、建新如故，保留了旧城风貌；泮塘五约通过渐进
式微改造，让新旧文化碰撞交融；诚志堂货仓旧址，成为利用历史建筑完
善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典范……一个又一个老城文化地标以新的形象
回归大众视野，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世界了解广州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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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截至目前，
我们已经为13400名困境儿童招募‘爱
心妈妈’9000余人，‘爱心妈妈’已经成
为他们生活的知情人、情感的贴心人、学
习的引路人和成长的呵护人！”

7月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组织
委员就困境青少年情况进行调研，自治
区妇联主席王君兰说到“爱心妈妈”的案
例时，现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王君兰介绍说，“爱心妈妈”的职责
是主动走访困境儿童家庭，随时掌握家
庭情况，第一时间提供帮助，通过常态化
的家庭走访，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并帮助
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宁夏石嘴山市科技馆副馆长贾惠霞
是记者采访的第一位“爱心妈妈”。

“我的两个孩子上幼儿园和初中，教
育过程中，我发现社会上还有一些孩子
无法得到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希望能
够帮助他们。”2022年 12月，石嘴山市
妇联号召为2478名亲情缺失、急需帮扶

的孩子开展精准帮扶。贾惠霞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并于今年1月成
为小杰的“爱心妈妈”。

“起初他一句话不说，甚至我主动拥
抱他通过肢体语言传递关爱，他也是抗
拒的。”沟通交流中，贾惠霞了解到，由于
小杰从小缺失关爱，性格特别内向，于是
她每周带小杰参加科技馆的科普活动。

“科技馆经常举办团队类活动，通过与其
他孩子接触一起比拼，能增强小杰人际
交往能力和团队意识。”通过爱心交流、
学习知识及团队专业人员的职业经验，
她成功帮助孩子走出困境，小杰一天天
自信、快乐起来。

“后来，我们接触次数越来越多，陪
伴的时间越来越久，他的心门逐渐打开，
主动跟我说话，还经常交流自己的想
法。”说起这些，贾惠霞脸上浮现出温暖
的笑容。

“孩子们都知道家里现在有3个孩
子，小杰是老二。”贾惠霞的小女儿和小

杰年纪相仿，两个孩子很要好。有一次，小
女儿悄悄对她说：“妈妈，你可以让小杰哥
哥在家也喊你‘妈妈’，这样能让小哥哥更
开心些。”听到女儿这么说，贾惠霞很欣慰。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一声
‘妈妈’就是一辈子的责任。当我看到他写
下‘希望爱心妈妈永远不老’时，真的特别
感动。”

青铜峡市南庄村巾帼志愿者施晓艺是
记者采访的第二位“爱心妈妈”。

南庄村五队的小葛一出生就患有红斑
狼疮，造成孩子性格内向，不愿意接触陌生
人，更不愿意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更为
严重的是，小葛的母亲患有干燥综合征，因
严重缺钾丧失劳动能力，尤其是犯病期间
无法照顾孩子。

知道情况后，施晓艺便第一时间报名
当起小葛的“爱心妈妈”，经常去小葛家陪
他聊天，做心理疏导。起初，小男孩还有些
抗拒，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见面次数增
多，小葛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经常陪伴他的

“爱心妈妈”，性格逐渐开朗起来，在学习和
生活上更加积极主动，人也爱说爱笑了。

“每次村里开展活动，我都会带着他一
起参加，让他与小朋友多接触。”施晓艺说，
记得小葛最明显的变化是参加南庄村“牵
手春天 放飞梦想”儿童之家主题活动时，
不再像以前那样往后缩而是主动要求与

“爱心妈妈”一起制作风筝，并且会主动和
小朋友交谈玩耍。

“今后我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为他
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多去看望他，让他和其
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成长。”施晓艺充满期
盼地说。

据了解，宁夏开展“爱心妈妈”关爱行
动以来，不仅有很多富有责任心的妇女干
部、妇联执委积极承担，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也持续接力，把源源不断的爱给予“小树
苗”们，以爱之名点亮孩子的未来。

“目前，‘爱心妈妈’尚有空缺。”王君兰
呼吁，希望更多的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参
与到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队伍中来。

通过常态化家庭走访与孩子建立信任并帮助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宁夏为13400名困境儿童招募“爱心妈妈”9000余人
已经成为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引路人呵护人
人数尚有空缺，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

每年暑假都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各类安全事故的多发期。近一段时间，福建南平、

广东惠州的儿童溺水事故，江西吉安的男童横过马路交通事故，湖南益阳的儿童推窗坠楼事故，都给学

生假期安全敲响了警钟。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又安全的假期，不仅学校积极开展相关安全教育并提醒家长要特别关

注，不少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也不忘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7月2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政协委员与该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在向孩子
们讲解防溺水知识及如何正确使用救生圈。 廖海金 摄

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政协注重对当地民族文化的挖掘保
护，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得到采
纳落实，有效促进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图为该县东山乡中心小学
教师正在给学生上瑶族织锦课。 黄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