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视频在网

上流传。浙江嘉兴一小区

内，有电动自行车突然起

火。危急时刻，四名中学

生挺身而出，一通“教科书

式”的灭火操作，及时将火

扑灭。

事后，秀洲区消防救

援大队前往杭州师范大队

附属油车港中学，授予吕

承洋、尤天悦、何俊杰、杜

庭坤四名同学“优秀消防

志愿者”荣誉称号，对他们

见义勇为、机智救援的行

为进行表扬。

水火无情。一场突发

大火，被4个孩子消弭了——

先疏散、报警，而后审时

度 势 用 灭 火 器 灭 火 ⋯⋯

一通操作猛如虎，仓促之

间既确保了安全，又成功

灭了火，4 位少年可谓智

勇双全，交出了一份“完

美答卷”。

孩子们表示：“平时在

学校参加消防演练时就学

过如何使用它们，第一时

间就用上了这些知识。”之

所以能传出见义勇为的佳

话，安全教育日常化功不

可没。

孩子们的惊艳表现，

再一次提醒我们生命安全

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从

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甚至

大学，要根据不同的年龄

阶段设置不同的教育内

容，掌握对应的安全知识

和逃生技能，并将之转化

为一种应急本能，“教科书

式救援”才能成为常态。

孩子们在不能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当然不宜以身

犯险，但他们最起码应该

具备自救的能力。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能

上演 4 位少年“见义智为”

之类的举动，那更是善莫

大焉。

学校的安全教育应该

常抓不懈，社区也应该以

此为鉴，适当开展应急疏

散演练，提前教给人们火

灾逃生和救助技巧。

欣慰之余，无论是学

校、单位，还是社区，都应

该引起反思，切实改变以

往“安全教育走过场”的惯

常现象，让每个人都具备

应急自保的技能，让更多

人都能在火灾来时知道做

什么、怎么做。

这份考卷
人人都应拿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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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之余，无
论是学校、单
位 ，还 是 社
区，都应该引
起反思，切实
改变以往“安
全 教 育 走 过
场”的惯常现
象，让每个人
都 具 备 应 急
自保的技能。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两会 评

儿童被性侵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碧霞呼吁，将防

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常态化教学，列入

中小学必修课程。教育部门尽快研究出台全

国性、权威性的面向家长的儿童防性侵教案、

课程。

现状表明，那些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的群体容易成为受侵害的对象。另一方面，性

教育一直是中小学教育的薄弱环节，羞于谈

性，耻于谈性的观念根深蒂固。而防性侵害教

育则是性教育中的薄弱环节。目前，我国义务

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还缺乏全国

性、制度性的具体安排，防性侵教育以及更综

合性的性教育还没有官方的教材和课标。防

性侵教育的缺位，已经成为中小学教育中沉重

的一页。

这显然不利于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学与

不学，最后呈现出的效果可能大不一样。侵害

行为的发生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规律的，教育的

目的就是告诉他们常识，做好防范。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多，家长疏

于监护，给了不法者可乘之机。由于观念、文

化的影响，人言可畏，怕遭受非议，有些孩子受

到伤害以后不敢声张，不愿意寻求帮助，让不

法分子逃脱了法律制裁。学校可以很好地补

上家庭管理方面的空白。

很多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发生在亲属、

朋友之间，因为他们更有作案条件，这也给防

范增加了困难。一个平时和蔼可亲的长辈突

然呈现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不啻为平地惊雷。

孩子对此缺乏认识和准备。性侵不仅来自于

成年人也可能来自未成年人，甚至是玩伴。这

同样超出了孩子的认知范围。

这些都需要有人告诉未成年人，告诉他们

的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些知识可能在关键时

刻发挥关键作用。普及这些知识，教会他们自

救的本领，学校教育责无旁贷。

不仅要学，还要好好学，避免形式化。很

多学校都会开展防火、防震的安全教育，但为

什么一场灾难面前，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表

现，关键还在于有没有好好教，有没有好好学。

当然，开展教学只是防未成年人性侵的一

个环节。以孩子的心智很难完全防范风险，这

就需要建立起儿童性侵害的预警、发现、报告

和救助体系。解决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更不

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

不 给 犯 罪 者 机 会 ，其 实 就 是 在 保 护 青

少年。 本报评论员 高路

防性侵，还要做得更多

近年来，犬只管理一直是社会和公众热议

的话题之一。据红星新闻报道，在今年全国两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

校长庹庆明的建议中，就有关于犬只伤人的。

“人狗矛盾”是当今社会治理的一大难点，

隔三岔五传出的各种狗咬人事件，经常闹得沸

沸扬扬。没有哪个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宠物犬伤

人，但狗咬人绝大多数并非意外事件。

庹庆明代表调研发现，犬只伤人案件有很大

一部分，是因为犬类的饲养者或管理者对犬类

管理的疏忽甚至是放任造成的。

文明养犬是共识，但要真正落地，殊为不

易。一方面，总有一些养狗者因安全意识欠缺

或觉得自家的狗狗不会咬人等原因，不愿严格

遵循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在现行法律体系之

下，犬只伤人的事后追责存在一定难度。

目前通常情况下，犬只伤人大多属于过失

致伤（基本上以轻伤为主），也很少会有“警告

后不改正”的情节，不仅难以追究狗主人的刑

事责任，甚至连罚款、拘留的治安责任也没有，

至多只能警告。

实际操作中，大多按照各地的《养犬管理

条例》以罚款的方式进行追责，震慑效果有

限。此前，一些有识之士就呼吁通过修法及时

补上漏洞。在治理狗患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做

法或许值得借鉴。

庹庆明代表建议将犬只伤人的刑事责任

写入刑法修正案。刑法的修正当然是一件非

常严肃的事情，能否修正、如何修正、何时修

正、具体的条文该如何斟酌，牵涉到方方面面

的问题，还有待专业严谨的论证与探讨。但

是，推进狗患治理走向法治化的思路，理应是

共识。

当然，狗患的治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需要事后依法严惩，也需要事先防范未然。为

更有效地降低犬只伤人案件的发生，庹庆明代

表还提出要完善犬类的登记、饲养、管理等机

制，若犬类在平时就可以得到系统、有规律地

管理，可以大大降低不负责任的饲养人出现的

概率。

人大代表建议将犬只伤人的刑事责任写

入刑法修正案，触及了社会的痛点问题，被公

众誉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好提案”，道出了民众

的心声。管好养狗的人才能管好狗，这才是狗

患治理的关键。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管住人，才能管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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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犬只伤人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饲养者或
管理者的疏忽甚至是放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