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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暑假即将到来。暑假，不仅是紧张学习了几个月的孩子一段快乐的假日，也是一直盯着孩子学

习的家长和教师们缓解疲惫的身心的机会。每逢暑假，有条件又有时间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出门旅游，欣赏山
水风景、体验风土人情；没时间陪孩子四处游玩的家长也会对孩子适当放松“管制”，尽量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
玩乐的环境。

家长和孩子们在假日里可以尽情放松，但千万不能过度。我们曾经看到，每一年的暑假都发生一些高危
事件，皆是在本该快乐的假日里因一时疏忽引发危险。在此，也特地给家长和孩子们提个醒：放松不等于放
纵，无论出门还是在家，都要多注意安全，别让快乐的假日染上不该有的灰暗色彩。

“社区又有一批新疫苗到位。已
打完第一针疫苗超过 21天的居民，
可以到社区医院接种第二针疫苗，21
时之前都可以进行接种，打完为止。”
这是最近几日，辽源市民在自己的社
区网络微信群里最常见到的消息。
家住福镇社区的居民刘大军刚刚接
种完第二针疫苗，正高兴地等着自己
的“绿码”再升级。他的儿子下学期
就要开始紧张的初三学习生活，一家
三口计划这个暑假去大连的亲戚家
串门。为了彼此的健康安全以及不
给大家添麻烦，一家人趁着假期开始
之前把两针疫苗都接种好了。最近

一段时间，伴随着一些地区的疫情变
化，周边居民接种疫苗的热情高涨。
尤其是前阵子，社区医院门前总是排
着长队，医护人员每天从早一直忙到
晚上九十点钟，真是非常辛苦。

很多家长都会和刘大军家一样，
选择在假期带孩子旅游。因此，假日
期间各处人群流动量都会有所增
加。在此，记者也特别给市民提个
醒，即使两针疫苗都接种完毕，也应
在平时做好防护，出入戴口罩、勤洗
手，入口食物要注意来源和渠道，万
不可因为本地区疫情风险小，或是已
经接种完新冠疫苗而放松防护工作。

越是临近假日，某些有关溺水的
新闻就频繁地出现，并且是年年都如
此。为了防止此类不幸的事件发生，
每年的暑假期间，无论是幼儿园还是
各小学中学高校，校方都会安排老师
在课堂上、家长微信群里进行提醒，或
是直接在暑假前向家长发放《致家长
一封信》，老生常谈的一遍遍叮嘱学生
和家长假日期间注意安全，“远离水
源，不洗野澡”。但让人不快的落水新
闻仍然是年年都有。

这些不幸事件的主角既有青少年

也有成年人，地点也是从村边小河沟到
观潮的钱塘江大坝。纵观悲剧的发生，
大多是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会水、
或是离深水区够远。但俗话说“水火无
情”，有时候看着水面一片平静、清澈到
底，水底却可能是暗流汹涌、水草淤泥

“咬人”。本报记者也再次提醒家长、孩
子，夏日气候变化无常，尤其汛期降雨
量大，有可能本地晴天，但河道上游正
在下暴雨。无论是在家门前修建多年
的水塘，还是外地旅游时的江河湖海，
都只可远观，不可轻易涉足其中。

每年都要抽时间旅游是乔雨从大
学时就养成的习惯。作为一名医护人
员，她的工作不仅忙碌而且需要耐心
和细心，旅游和美食也就成了她缓解

工作压力的重要
方式。每次出

游，交通安
全的问题

都是乔
雨心

中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和亲友自驾游
时，她都要提醒同伴多注意交通安全，
特别不要为赶时间而疲劳驾驶。之所
以会这样，也和她的工作及亲朋的经
历有关。乔雨一家几乎都会开车，尤
其几个叔伯更是有多年驾龄的老司
机，因为工作等原因也经常会跨省、跨
市跑远路，也曾因为疲劳驾驶发生过
碰撞。而她在吉大医院的急诊科实习
期间，也见多了各种交通事故的发生，
半夜值班遇到最多的病患也都是车祸
中受伤的，每逢假期救治人数更是有
明显的增长。

记者在这里也给假日有自驾出游
的市民提个醒，家人出游要做好沿途
规划，车辆也要提前做好检修，遇到问
题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不要强行“对
付”。每一条交通安全法规都是血的
教训积累而成，交通安全不容轻忽。

家住银河花园小区的张胜家里
有位八十多岁的奶奶，老人平时身子
骨还算硬朗。家里子女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平时老人只能独自留在
家里。闲不住的老人不是跟老邻居们
一块聊天，就是忙活自己的小菜园
子。但是在去年八月末，张奶奶突然
感到没什么力气，之后又有些头晕恶
心和轻微的拉肚子。刚开始，张胜以
为是夏天食物坏得快，老人家又总舍
不得丢掉，就问她是不是吃坏了肚
子。尽管张奶奶表示和家里人吃的一
样，但他还是给老人找来了止泻药。
正在上学的大孙女反应过来不对劲，

给奶奶拿来了藿香正气水，好在服下
后老人症状有了明显缓解。原来那几
日虽然太阳不算毒，但天气还是比较
闷热，老人家虽然没被烈日晒到，却因
年纪大抵抗力弱而中暑了。

在此，本报记者提醒市民多注意
家人健康，尤其是带老人、孩子出游
时，更要注意防暑。平日多准备绿豆
水等消暑食品，不要贪凉吃冰冷的
食物，或是直接洗凉水澡。夏日食品
不宜存放，如果老人、孩子的身体有
所不适或“打蔫”，要及时就医，不能
自己乱吃药，而且部分解暑药品含酒
精，服用时要多注意。

夏日防暑别忽视

不同于东北的冬天大部分时间
只能猫在屋里，小孩子放暑假的时候，
忙碌的家长总会挤出些空闲时间陪孩
子出门转转，逛逛游乐场、溜溜动物
园，看看科技展、买买新玩具……孩
子的快乐简单又直接，兴奋起来更是
没了边，大笑、尖叫、疯跑，一次带娃
儿出行常常能让家长忙得满头大
汗。有的家长忍不住跟在孩子后面
亦步亦趋，生怕孩子磕到碰到；也有
的家长信奉自然成长，在他们觉得安
全的区域内实行“放养”。

两种养成模式没有对错，但记者
在这里却要给带娃出门的家长提个
醒，孩子出门开心是好事，但不能放
任孩子打扰到别人。若遇到与他人
产生矛盾纠纷时，家长更要注意言传
身教的影响。不要怒气上头与人争
执，遇事多理性沟通，有困难找警察
解决。另外，记者建议那些“手机业
务”比较忙的家长，不要光顾着看手
机，小孩子疯起来比“撒手没”跑得还
快。出门在外人多眼杂环境乱，也要
把孩子看住，以免发生意外伤害。

出门游玩别太疯

无论是一家人出门自驾游，还
是平日带孩子出门，有很多家长觉
得自己家孩子听话懂事，不会随便
开车门、车窗，就会忘记锁儿童锁。
但孩子又很容易被吸引注意力，就
算家长多次提醒的注意事项，也会
在兴奋中忘记，甚至有孩子在车辆
高速行驶时打开了车门。还有很多
家长没有给孩子安装儿童座椅，尤
其是在长途行驶时，怕孩子无聊，经
常让孩子自己在车后座玩耍，这其
实是很危险的习惯。带孩子出门还
是要及时锁好儿童锁，在高速行驶
时应为后座的孩子扎好安全带。

除此之外，还有家长在着急办
事时，会把孩子独自锁在车里，这
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夏日密封
的车内温度甚至可以达到七十几
度，对孩子来说是非常致命的环
境。近些年，国内外先后出现过孩
子被锁在车里导致死亡的事件发
生，每每发生都会引来网络中一片

“不配为人”的骂声。可生活中难
免碰到家长独自带孩子，因有急事

却不方便带孩子的情况，但仍有家
长忽视危险而图一时方便将孩子
反锁车中。本报记者也再次提醒
家长，绝对不要把孩子独自锁在车
里，有事要忙时提前安排好孩子。
如果市民在经过有孩子独自被留
在车内的情况时，
也请多帮忙联
系 一 下 家 长
或是警察，
以 免 酿
成 悲
剧。

开车带娃别疏忽

每年孩子放假，有些工作比较
忙、家里老人也帮不上忙的家长就
会犯了难。住在六条胡同的魏月两
口子今年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
的工作场所不能带孩子，双方的父
母又都不在辽源，上学时还好，假日
里遇到突发情况就只能把孩子独自
锁在家里。每次孩子自己在家，魏
月中午就会趁一个半小时午休时间
赶回去给孩子做饭。魏月小时候邻
居家就有个几岁大的小女孩儿被独
自锁在家中，孩子为了出去玩儿用
自己的小拳头硬是砸坏窗玻璃后爬
了出去，幸亏被住在上院的老人看
到给带回自己家。现在魏月最愁的

就是马上来临的暑假，孩子该怎么
办，她希望能有一个像作业自习班
一样的场所，在夫妻俩工作时帮着
照看孩子的安全。

像魏月这样把孩子独自锁在家
中的情况并不少见，家长把防盗门
一反锁，好像孩子就不会遇到危险
了。但屋内的水、电、火、燃气，甚
至是一些大型家具对孩子来说都
是安全隐患。我们也常看到一些
孩子爬出窗外的危险情况发生，而
且反锁在家的孩子若有急事，家长
也很难及时回来开门。记者建议
家长还是尽量不要把孩子独自锁
在家中。

孩子独自别留家 6月 16日，教育部在官网上发布
预警，指出在近日陆续有考生和家长
反映，社会上有机构或个人通过互联
网、电话、面询等方式，向考生和家长
宣扬高校志愿填报指导并收取高额服
务费，存在政策不准、信息不实、误导
甚至诈骗等问题。事实上，每年高考
前后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接近考生及
家长，编造多种诈骗套路，让考生和家
长防不胜防。教育部也郑重提醒广大
考生和家长，目前没有与任何招生考
试机构、高校与社会机构或个人出行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合作，切勿轻信
所谓的“天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不要点开鼓吹“提前查分”的链
接。中高考结束后，不法分子利用考
生和家长急于知道成绩的心理，通过
家长群、考试群、手机短信等渠道发送

“提前查询分数”的虚假广告链接实施
诈骗。2020年高考结束后，安徽省有
考生点击链接，按要求填报身份证、准

考证等相关信息，转账 1000元后发现
被骗，还泄露了个人信息。

不要相信所谓“内部指标”。中高
考招录期间，不法分子假冒招生办工
作人员或高校领导的熟人，声称可以
买到“内部指标”，利用家长“花钱买指
标”的心理骗取钱财。

中高考“补助金”小心有诈。不法
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考生身份信息
后，假冒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身份，以
符合“奖学金”或“高考补助金”资格为
由，骗取押金或手续费。

志愿填报指导莫轻信。不法分子
假冒“权威专家”，自称掌握“内部大数
据”，利用中介或网站对考生进行志愿
填报指导骗取钱财。

“录取通知”验真伪。不法分子向
考生和家长发布虚假录取信息，诱导
其将学杂费、录取费等打入指定银行
账户。警方介绍，以录取为名提前收
取保证金、占位费等费用的都是诈骗。

报考内招别轻信

从周一至周末，从英文、演讲到
围棋、篮球，从线上网络到线下兴趣
班，面对马上到来的暑假，杨丽把儿子
的假日安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
当。当杨丽的父母看到外孙子的假日
课程表，忍不住地问女儿：“孩子是不
是太辛苦了？”杨丽又心疼又无奈地反
问他们：“不抓紧假期的时间，被同学
落下了，等到开学了再想追也没那么
多的时间。到时候孩子成绩倒退影响
了学习劲头该怎么办？”

虽然杨丽的儿子今年才上小学
五年级，但作为家长的她压力还是非
常的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总忍不住想给孩子“报班”。为
了给孩子打牢基础，她紧盯孩子的各
科主课；为了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体
魄，她又给孩子报了体育兴趣班；为
了开拓孩子的大脑思维，
她给孩子选了围棋课；为
了让孩子锻炼胆量、多交
朋友，她又给孩子报了拓

展训练营。像杨丽这样的家长真的
非常多，他们一心想要给孩子更好的
教育，也很容易为孩子的成绩和竞争
能力而感到焦虑。

网络让教育行业得到迅猛发展，
各类线上补习班如雨后春笋，面对诸
多课外辅导机构和五花八门的课程
宣传，家长们大多不知如何选择适合
孩子的课程，难免什么都想让孩子学
一学。但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盲目

“报班”往往陷入“孩子累够呛，效果
却不明显”的窘境。在此，记者也给
家长提个醒，很多的辅导课程宣传得
天花乱坠，其实都只是课辅机构的营
销手段，建议家长还是多和学校的教
师沟通，了解孩子学习中的薄弱环节
进行有效补充。如果什么都让孩子
学，没了放松的时间，反而会导致学

习效率降低，甚至会产生厌学
心理。这样的无效补习，
家长花钱、孩子费力，得

不偿失。

假日补习别贪多

疫情防控别放松 远离危险别侥幸

交通安全别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