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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改删之间尽显未成年人保护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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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即可。

□梁建强

整体“扩容”近一倍、根据党中央
精神和现实需要补充大量新内容、对不
符合新情况的规定作出修改……21
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该法自
1991年制定以来的又一次重大修改。
（详见本报今日14版《撑起未成年人法
律保护伞》）

纵览整个修订草案，增改删之间，体
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法治精神，更
在构建更加全面的保护体系中尽显未成
年人保护要义。

这是一次鲜明体现问题导向、积极
回应公众关切的修订。随着社会发展，
未成年人保护中的问题与 28 年前相比
更加复杂多样，校园安全和学生欺凌问
题、监护人监护不力甚至监护侵害问题、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频发，一桩桩
触目惊心的案件屡屡牵动公众的心，社
会各界对于强化未成年人法治保障的呼
声日益强烈。此次提请审议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草案，对这些热点问题作出
了积极、全面的回应，必将有力推动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的完善。

这是一次细化责任、强化综合保护
的修订。从现行法律的 72 条到修订草
案的 130 条，修订草案处处彰显着综合
保护的理念，其中不仅强化了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还确立国家亲
权责任，对国家监护制度作出详细规定，
并对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司
法保护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这将有助
于明晰各个主体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
的具体职责，实现对未成年人生活等各
方面进行全方位保护。

这是一次体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的修订。据了解，此次修法过程中，有关

部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书面
征求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的意见，广泛听取各级人大代表、有关党
政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和专家学
者、律师、学校教师、未成年人及家长、互
联网企业等的意见建议，让民意、民愿、
民智等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吸纳，让
修法成为一次深孚众望的成功实践。

“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
化。”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
的希望。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完
善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的议案 16
件、建议 11 件，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
案5件，彰显了公众对于强化未成年保
护工作的强烈期盼。人们期待，法律修
订后的相关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得到
卓有成效的贯彻和执行，推动未成年人
保护的法治化走向更高水平，切实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强的司法后
盾。

给善良的周女士点赞

□刘予涵

10月20日上午，市民吴女士在乘
坐出租车时，不慎把钱包遗忘在了车
上，幸运的是，出租车司机捡到钱包后
及时归还。（详见本报昨日04版《乘客
遗落钱包 的姐及时送回》）

的姐陈春枝发现乘客将钱包遗落在
出租车上，原路返回等待失主并物归原
主，用实际行动弘扬了文明新风尚，传
递了社会正能量。这种平凡善举，不仅
令失主深为感动，也值得我们学习。

拾金不昧虽是老话题，但这一传统
美德在当今社会仍必不可少，这不仅体
现了一个人的文明素养，更折射出我们
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的点滴
善举，才让我们身边充满了爱与感动，
这样的人和事多了，我们的社会就会更
加和谐友善，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文明
美好。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像拾金不
昧这样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引领市民
人心崇德向善，在成为漯河精神文明建
设佳话的同时，也将漯河积极向上的社
会风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拾金不昧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之所
以历来被人们推崇，原因就在于它反映
了人性的美好，体现了人的道德情操和
精神风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正能量。
我们在点赞拾金不昧的同时，也要大力
弘扬拾金不昧精神，身体力行地从身边
一件件小小的善举做起，以每个人的

“小文明”推动整座城市的“大文明”，
为文明漯河增色添彩。

收取快递后剩下的快递箱扔
掉太可惜，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
可能带来污染，不过，今后家门
口就有快递包装回收箱了。在江
苏省邮政管理局、江苏省生态环
境厅等部门的指导下，菜鸟网络
携手中通、申通、圆通、韵达、
百世等快递公司日前在江苏上线
“回箱计划”，首批在江苏铺设
1800个绿色回收箱，推进快递包
装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据新华
社）

让快递包装回收箱发挥更大
作用，仅凭快递企业的努力尚嫌
不够。快递包装回收是一个涉及
政府部门、网购运营商、物流行
业、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巨大系
统，要想让快递包装循环利用取
得最佳效益，每一方都应参与到

“绿色包装”的行列中来，承担起
建设绿色家园的责任。如此，快
递行业才能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愈行愈远。

□孙维国

10月21日上午，市民袁先生给本
报打来热线电话，称有人冒充他在微信
上“借钱”，一天之内他接到了5个微
信好友的询问电话。（详见本报昨日03
版《冒充微信好友 张口要借48万》）

信息时代，各类电信、网络诈骗
层出不穷。在此现实下，除了在法律上
严打骗子，作为民众的我们，防骗已经
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如同洗衣做
饭一样，是每个人必备的生活技能。缺
失这一生活技能，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骗
子的“盘中餐”。

让防骗成为一种必备生活技能，最
为关键一点是教育。防骗技能不可能天
生具备，必须经过后天的持续教育。这
里的教育分为两种，一是包括学校、家

庭和社会在内的三位一体教育体系，三
种教育方式要协同发力，长期坚持，贯
穿于个体幼儿园到大学全过程。通过常
态化、多层次的防骗教育，让个体的防
骗意识不断强化，防骗技能不断提高。

另一种是自身主动学习，时时处处
做一名防骗“有心人”。这一点非常重
要，是其他方式无可替代的。比如，平
时少打游戏、少刷微信，多看报纸、多
看新闻，留意报纸上有关骗术的报道，
这样就能及时获知最新的骗术，了解骗
术的骗人把戏，遇到此类骗术自然有了

“免疫力”。同时，把自己了解的骗术告
诉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分享防骗
知识，如此日积月累下来，就能提高自
身防骗意识和能力。

骗子太多，骗术也层出不穷，花样翻
新。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防骗是一
种必备生活技能，我们必须做好预防。

防骗是必备生活技能

□孙建磊

周女士经过市区五一路中段时，看
到路上有一个坑。觉得容易引发事故，
她就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了问题。
两三天，再次路过五一路，周女士发现
坑没了、路修好了。“这种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立即解决的做法，让我心里有一
种甜甜的幸福感和获得感。”10月21
日，周女士专门来到本报新闻热线值班
室，讲述了她遇到的这件暖心事。（详
见本报昨日03版《破损路面及时修 市
民点赞》）

周女士为市长热线、市政部门点
赞，我们也应该给周女士点赞，为她的
善良，为她的爱心，为她的乐于助人。

看到路面有个坑，周女士想的是什
么呢？担忧其他人，尤其是骑车市民因
此摔倒。这是发自心底的善良，是设身
处地为他人着想。更可喜的是，她不仅
这样想，更是拿出了行动。周女士给市
长热线打了电话，反映了问题。这个电
话，她不是为自己打的，而是为一个个
骑车人、一个个陌生人。对于这样一位
善良、有爱心的人，能不给个大大的赞

吗？
德不孤，必有邻。市长热线、市政

部门没有辜负周女士的期望，及时修补
了路面。这不仅仅让市民走得更安全、
更舒服，也让周女士“有一种甜甜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专门来到报社表扬市
长热线和源汇区市政部门。这更彰显了
周女士的善良：感恩且不苛责，总是记
得别人的好。如果我们都像周女士一
样，都多点感恩、少点苛责，肯定常常

“有一种甜甜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社会
肯定更和谐。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如同歌曲唱的一样，人人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期望更多
市民像周女士一样善良，常常为他人着
想，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更幸
福。 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

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
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
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
的，都是一种旅行。

——林清玄

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有耐心，
要包容，要静静等待。当春天来
临时，草木会自然生长。你也一
样。

——吴淡如

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
的，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眼而
来的翠色，附耳而至的清风，无
一不是豪华的天宠。

——张晓风

求备之心，可用之以修身，
不可用之以接物；知足之心，可
用之以处境，不可用之以读书。

——王永彬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
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
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
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张爱玲

时光可以让一个人面目全
非，也让另外一些人愈加清晰。

——饶平如

拾金不昧
为城市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