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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6日，一段校园暴力视频在网
上疯传。此事发生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街头
初中。这段时长 1分 33秒的视频，拍摄于男生
厕所。一名男生被一名身体强壮的同学殴打，
先是边拉上衣边踹，踹倒在地后继续踹胸部。
现场有数十名学生围观，有的学生甚至嬉笑着
说“再来一遍”。随后，这个身体强壮的同学又
拉扯、掌掴另一个瘦小的男生。通过对话可
知，打人者质疑被打者曾经向老师“告他的黑
状”。日照公安和五莲县教育局相继发布公告,
称此事发生在十天前，涉事双方已和解，校长
被行政警告。

2016年 5月，在西安齐力铁路学校，15岁
的女生萌萌 （化名） 深夜在宿舍遭到贝贝 （化
名） 等 8名女同学长达 4个小时的殴打。原因？
萌萌在日记本上写了舍友贝贝“不好话语”被
发现。

【建议】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遇到校园暴力时，青少年应该怎样做呢？
河南开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凯说：“遇到校

园暴力，要记得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当自己
和对方力量悬殊时，要冷静对待，通过理智和
策略的谈话或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比
如，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要靠自己的智慧应
对，要了解施暴者想干什么，准备做什么，以
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根据对方的目的来
做出与之周旋的计策，靠缓兵之计来应对。在
有同学或者宿管人员经过时，要确定对方有能
力帮助自己时，要尽全力呼救求助，采用异常
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遭遇校园暴力之后，要
勇敢地站出来指认施暴者，并第一时间告知学
校和公安机关，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六一”儿童节话安全

关爱孩子 杜绝伤害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习生 刘 一

今 天 是 “ 六
一”儿童节。

孩子，不仅是
一 个 个 家 庭 的 希
望，而且是祖国的
未来和希望。孩子
们正处于长身体、
长 知 识 的 重 要 时
期 ， 身 心 还 不 成
熟 。 面 对 来 自 家
庭、学校、社会的
伤害和意外伤害，
我们拿什么保护他
们？少年儿童又该
如何保护自己？记
者就此采访了公安
民警、教师、律师
等。

“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天下父母爱
都来不及，哪里舍得当真打骂！不过，的确有
一两次，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把孩子的小问题
扩大化来教育，还对他大发脾气甚至动手
了。”问及自己心情不好时是否会迁怒于孩
子，家住市区嵩山路的钱女士一脸尴尬。

钱女士说，拿孩子撒气的事情确实发生
过，但都不是真心对孩子发脾气的，属无心之
过。因为一些小问题，几次都没控制到，瞬间
爆发了。

钱女士经营着一家卫浴店。有一天，因为
生意上不顺利，她和顾客发生了一些口角，心
情不是很好。回到家中，她发现 5岁的儿子把
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把玩具收起来！怎么扔得哪里都是！”钱
女士对儿子说完之后就去做饭了。

“好的。”儿子随口一答。
不一会儿，端着做好的饭出来时，钱女士

踩到儿子玩具上的小零件差点摔倒——怒火瞬
间被点燃。

“这就是你收拾的玩具？！”钱女士大声斥
责儿子。但她的儿子就像没听见一样，仍开心
地玩着玩具。

儿子的反应让钱女士更生气。一着急，钱
女士上去就是两巴掌：“叫你收拾玩具你不收
拾，妈妈整天忙得累死累活，养你干什么？！
你这个白眼狼……”

孩子哭闹反抗，钱女士更生气了，顺手拿
起孩子的玩具当棍子狠狠地打了孩子几下。

事后，钱女士发现孩子的腿瘀青肿胀。
“再怎么生气，也不该拿孩子出气。”钱女士特
别后悔。

【建议】营造温馨家庭氛围

市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易迁怒孩
子的家长，会让孩子很恐惧。只要家长脸色不
好，小孩就会避开，怕自己受到莫名的打骂。
因一点小事把孩子打一顿，而孩子无助的哭泣
又让家长更心烦。家长只顾自己感受而发泄不
满，根本没有想孩子是什么感受。久而久之，
孩子会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自己没用，自
己让父母不开心；或者让孩子心生厌恶，认为
家长无能，只会在家拿孩子出气，无法让孩子
信服。长此以往，会造成孩子性格扭曲，严重
的会使孩子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

“家长要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健
康快乐成长。”该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桂林一名六岁
男孩小宇，经过一家儿童摄影店门前，爬上走
廊的空调外机后，趴在上面不能动了。后来医
生检查，发现男孩因电击死亡。男孩的妈妈
说，这段路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事发当天，他们像平常一样从这走回家，
不料发生了意外。

当时，男孩的妈妈还抱着一个较小的孩
子，而男孩是自己走在路上，自己爬上了安装
在店铺门口的空调外机上。在男孩攀爬的过程

中，他的妈妈并没有阻止，也没有听到响声。
直到路人发现男孩不对劲时，妈妈才急忙去查
看，但孩子已经死亡。

除此之外，被动物咬伤、溺水、交通事故
等意外伤害，也危及孩子的健康，甚至生命。

【建议】防范最重要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家长一定注意并教
育孩子注意安全，防止发生触电、溺水、交通

等意外伤害。”市五中的刘老师说，“意外伤害
是孩子的生活中突然发生的。孩子还不能独立
解决在成长中面对的各种伤害，需要家长给予
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对于意外伤害，最重要的
是防范。家长要排除家里的安全隐患，提醒孩
子不要在电力设备，如变压器、电线杆、路灯
配电箱等附近玩耍。家长要自觉遵守交通秩
序，教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夏季游泳家长必须
陪同保护，给孩子配备高质量的救生衣，让孩
子在自己手臂可触及的范围内活动。”

2011年 12月 29日，市公安局阴阳赵
分局接群众举报，一辆由深圳开往石家
庄的长途客车上，几名男女带着四五名
婴幼儿，疑为拐卖儿童。我市迅速组织
警力，在京港澳高速漯河北站口附近拦
下该车。经过调查，车上四名男女为一
贩卖儿童团伙，由云南省文山州地等收
购儿童贩卖到河北石家庄、保定等地。

【建议】让孩子远离陌生人

“儿童需要提高防拐意识和能力。”
市公安局阴阳赵分局民警说，“儿童的父
母，尤其是留守儿童的长辈，尽量让孩
子一放学就回家。即使玩也不能离开家
长视线，切记不让其跟不认识的小孩到
其他地方玩。要教导孩子不相信来路不
明的‘亲戚’‘朋友’；没有家长在身
边，不接近陌生人，不吃陌生人的东
西；单独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客车上有人拐卖儿童

家长工作不顺 拿孩子撒气家庭暴力

痛心：校园暴力事件频出校园欺凌

六岁男孩爬空调外机触电身亡意外伤害

拐卖、抢劫……社会侵害

《华夏时报》 曾报道这样一个事情：
沈阳市一名 19岁的应届毕业生任凯，以
优异成绩考入东北财经大学，但从姥姥家
回家的路上，两名歹徒欲抢其手机，这名
刚烈的 19 岁青年与两个歹徒展开搏斗，
被歹徒刺中 11刀身亡。许多人为之痛心
疾首：为了一个手机失去年轻的生命，太
可惜了。大家不禁去想：面对犯罪分子，
少年儿童又该如何保护自己？

【建议】除了勇气还需要智慧

“面对歹徒，除了勇气，还需要智慧
和策略。”市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说，“生
命永远是第一位的。青少年如果遇到歹
徒，除非确定附近有人可以求援，否则不
要惊慌大叫，不要激怒歹徒，以免惨遭毒
手。可以假装配合，伺机再动。要熟记歹
徒特征，如容貌、语言、年龄，过后立即
向老师、家长报告，由老师或家长陪同报
案。不要隐瞒事实或虚报事实，应积极配
合公安机关提供破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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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4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
区龙泉村，小云和小哲在堰塘边玩耍，
小哲不慎跌入池塘，小云用手机给父亲
打电话求救后，捡起地上树枝趴在堰塘
边施救时，也不慎落水。

【建议】自身安全是前提

“见义勇为虽好，但盲目的见义勇为
反而造成无谓的伤亡。”河南开瑞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凯说，“见义勇为的前提是自
己的人身安全。如果自己的生命安全都
不能保障，那就是在帮倒忙。当自己没
能力营救他人时，不要勉强为之，应求
助大人、拨打救援电话。比如，遇到溺
水者，可把救生圈、木板等抛给溺水
者，拨打 110、120求助，或者就近找人
救援。家长应教孩子一些急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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