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了解到， 在儿童

安全事故频发的背后， 家长作

为重要的监护人员， 难以在儿

童安全保护、 安全教育过程中

做到“全勤”。 对这些悲剧发生

背后有哪些是家长常见的 “疏

忽”，记者进行了相关梳理。

———安全防护设备缺失 。

“出于天性，成长过程中的孩童

对外界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和探

索欲，像室内家具 、电源 、用火

装置以及交通工具等， 这些容

易造成意外伤害的隐患需要做

好相应的安全防护。 ”长期从事

儿童安全防护工作的业内人士

朱白羽说。

朱白羽告诉记者， 对于儿

童，特别是婴幼儿，遭遇无意识

伤害致死比例较高， 安全防护

设备不可或缺， 但部分家长往

往因为重视程度不够， 忽略安

全设施的配备。 记者近日在北

京市走访发现， 一些在幼儿园

附近接送孩子的私家车并未配

置儿童安全座椅， 有些孩子上

车后就直接坐到副驾驶位置 ，

这都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家长看护疏忽。 记者

了解到 ，部分儿童安全事故的

发生与家长未能有效看护有

关。 广西南宁大沙田片属于典

型的城乡接合部 ，所住居民多

为外来务工人员 。 近年 ，一些

家长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 ，

节假日 、双休日会有一些学生

偷偷到邕江游泳 ，而近期就已

再度发生孩子在邕江溺亡的

惨剧。

在湖南，也出现了因父母照

看疏忽而导致幼儿在公共场所

丢失事件。

６

月

１４

日，长沙市民

周先生夫妇报警反映， 自己五

个月大的孩子在广场被一名陌

生女子抱走。 后经警方初步调

查， 孩子被一有精神病史的女

子不慎抱走。 “虽然这并不是一

起有预谋的拐骗案件， 但也提

醒家长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应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办案民

警孔奕说。

———对儿童安全教育缺乏

了解。 记者采访多位儿童家长

发现， 不少家长对儿童安全教

育了解有限， 个别家长则主要

依赖于孩子的在校安全教育 。

“家长和孩子在日常交流时主

要侧重学习成绩、校园生活等，

对校外的安全教育知晓度有

限。 ”南宁市青少年健康服务学

会秘书长张勇说。

张勇分析指出， 受成长阶

段影响 ，儿童难以做到充分的

自我保护 ， 进行一些危险活

动 、误食药物等 ，对身体健康

造成伤害 。 “而且因为家长缺

乏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有的

孩子在受到意外伤害后 ，不知

如何应对 ，导致儿童安全事故

屡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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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窒息、溺亡、坠楼……

近期，接连发生的儿童安全事故

让人痛心不已， 一个个年幼生命的

意外离世引发了人们对于儿童安全话

题的再度聚焦和思考。 专家表示，儿童安

全事故的频发， 反映出家长监护不到位、安

全教育的不足等现实问题。 眼下正值暑

期，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即将到来，孩

子身边还有多少“伤不起”的疏忽亟

待填补？ 家长又该如何为孩子的

安全长效护航？

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０－１４

岁人口达

２．２５

亿人 ， 占全国总人口近

１６．５％

。 受访专家表示，孩子背

后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保障儿

童安全容不得“疏忽大意”。

“父母应尽可能地做好日

常监护， 针对室内车内等常见

的安全隐患， 及时配置相关安

全防护设备， 并设置儿童安全

自检列表，提前掌握防范知识、

采取防范措施。 ”朱白羽说。 针

对部分家长安全知识缺乏等问

题，还可通过发放安全指南、开

办家长课堂等形式来提高家长

的安全意识。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教授叶敬忠建议， 在缺乏

双亲监护的情况下， 学校应承

担起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部分监

护责任。 如请未出门打工的家

长作为留守儿童的 “临时双

亲 ”， 学校老师也可主动承担

“临时家长”角色。

“对于孩子们来说，还要聘

请专业人员来加强教育。 ”在重

庆任职小学校长的周卫宁表

示， 学校等相关机构可组织交

通安全、消防安全、突发事件等

专业教育活动，聘请交巡警、消

防员等专业人士进行实地指

导，帮助儿童提高安全观念，提

高儿童自我保护能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表示 ，针对儿童安全

问题 ，还可建立健全安全责任

体系 ，设立安全预案 ，防备突

发事件。 每年由第三方机构对

校园内外安全环境进行评估 、

提出建议 ，有针对性地弥补不

足 ，有效减少学生安全事件的

发生。 （据新华网）

日前，湖南省湘潭市一男童被滞留车中身亡的消息引

发广泛关注。 据了解，此起儿童安全事故发生在一居民小

区，

３

岁的男童天天（化名）被粗心的父母遗忘车内长达

６

个多小时，等家人回过神时却为时已晚。

“医护人员赶到小区急救时，孩子瞳孔已经放大，检查

发现孩子已没有任何生命体征。 ”湘潭市中心医院的一位

护理人员介绍。经初步调查，本次事故是由于天气炎热，车

内温度过高，导致孩子窒息死亡。

据天天的爷爷回忆，当天上午，天天被父母带去打防

疫针，回家时在车上睡着了，家人见状就让其他几个人先

上楼，准备稍后再把天天抱回家中。 没想到，之后一家人

不慎将孩子遗忘滞留在车内， 等到被家人记起时孩子早

已死亡。

近几个月， 全国各地已发生多起类似的儿童伤亡事

故。

６

月

１８

日，杭州一

５

岁男童不幸从

４

楼坠亡，而事发

前男童被外出工作的父母留在家中。 经警方初步调查，男

童应是清晨醒来后，找不到父母，独自攀爬到阳台后坠楼。

伴随高温天气的到来，儿童溺水事件也屡见不鲜。 据

记者了解，今年

５

月，在广西南宁，两名小学二年级女生经

确认溺水死亡。 在湖南湘潭，今年

６

月中旬就发生了

３

起

儿童溺亡事件，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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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就有

６

名学生溺水死亡。 受访

人士表示，每年教育部门都会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学生安全

教育和管理，敦促学校发放“告家长书”让家长管好孩子，

往往都难以见效。

还有多少“伤不起”的疏忽

加强监护 打造儿童安全港湾

事故频发“危险”无处不在

悲剧背后还有多少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