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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报警求抓走妈妈，家庭教育别沟通失灵

　　近日，广东江门一
孩子拨打 110 并在电话
里大喊：救命啊！民警
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家人
都在，报警的孩子表示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称想要民警把他母亲带
走，因为他不想写作业
了，随后民警耐心地对
男孩进行了教育。（8
月 11 日 澎湃新闻）
　　写个作业竟然报警
了，谁摊上这事都得被
难倒。对孩子来说，不
想写做作业还要被爸爸
妈妈逼着完成，“生无
可恋”的他确实挺难的；
对家长来说，暑假开始
进入倒计时，别人家

的孩子连书包都收拾好
了，自己家的“熊孩子”
还不肯写作业，他们也
很无奈；对于民警们来
说，一身公务还要处理
因写作业挑起的“纠
纷”，大家都太难了！
　　因写作业报警这种
段子式的新闻固然好
笑，但这种现象与风气
绝对不能滋长。要知道，
这两年不想写作业就选
择报警的“熊孩子”不
止一个，家庭教育公事
化隐隐成为一种现象。
在去年浙江温岭派出所
就接到过类似报警，一
个小男孩声嘶力竭地哭
喊着“救命”，也是不

想写作业求助警察把妈
妈带走。这种随意报警
的风气一旦养成，不光
浪费了公共资源，还容
易扭曲亲子关系。
　　其实写作业引发的
家庭矛盾靠解决报警是
无用的，问题的症结在
于沟通的失灵。小孩子
不懂事，他们无法和爸
爸妈妈沟通，于是只能
自作聪明地选择报警来
“保护”自己，这种
机灵抖得并不是地方。
有些家长当警察来了才
意识到家庭教育出了问
题，开始思考不能强行
要求孩子“听话”，要
给孩子表达需求的机

会，不能一副高高在上
的样子。
　　学习不是小孩子一
个人的单打独斗，更不
是父母的“混合双打”，
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
难时要进行有效沟通，
积极去找方法。孩子们
课业多，这是客观因素，
但也有不少是不会写、
不想写这种主观原因。
父母要做的不只是在孩
子后面“赶牛”，自顾
催他们“快点快点”就
完事，而是要帮孩子一
起分析。就算不会分析，
也要给足他们信心，鼓
励他们别在难题面前退
缩，给他们学习的动力

和信心。
　　家庭教育的内核不
是知识的灌输，更重要
的是言传身教下的品格
养成。学霸不是天生的，
每一个学霸的背后，都
有一个给力的家庭。当
家长的，不一定非得高
学历或者能力有多强，
但是要竭尽所能给孩子
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
氛围和成长环境，孩子
优异的成绩、得体的言
行少不了家庭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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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被救女孩惹众怒，比海水更冷的是自私与冷漠

　　8 月 2 日凌晨，河
北秦皇岛，17 岁的少年
韩兴博和朋友们在海岸
上自行游玩时，发现有
三名 20 岁左右的女孩深
陷海沟中。韩兴博不顾
自身安危成功将三名女
孩救出，而自身却永远
地沉睡在大海中。这本
是一件少年舍身救人的
英勇事迹，然而事后三
名被救女孩令人寒心的
态度，却点燃了人们的
怒火，使得众多网友在
为少年英雄感到敬佩之
时，也为他感到不值和
愤懑。
　　人们常说：“少年
强，则国强。”正是因
此，我们对于少年英雄
的事迹，才会更加动容，
因为那一个个奋不顾身
的背影之后，彰显着的

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无论是上个
世纪的赖宁、草原英雄
小姐妹，抑或是在刚刚
过去的奥运会中创下辉
煌佳绩的“00 后”们，
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书
写着属于中国的未来精
神。17 岁的韩兴博，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新
一代舍己为人的大义精
神。然而与他年龄相仿
的三位女孩，却让我们
感受到了十足的自私与
冷漠。
　　当韩兴博因救人而
牺牲后，三名被救女孩
却选择了沉默与逃避，
未曾公开表达过一声感
谢。甚至因不满网友们
铺天盖地的批判质疑，
还在网上与一众网友进
行对峙，指责人们是虚

伪的“圣人”，为自身
喊冤：“求他救了吗？”。
　　与韩兴博身上所闪
烁着的人性光辉相比，
女孩们的自私与冷漠显
得格外的刺眼，不仅寒
了韩兴博家人们的心，
更是激起了人们内心朴
素的正义感。“为众人
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
于风雪。”在笔者看来，
大多数网友们的声讨，
是为死去英雄的仗义执
言，是对韩兴博见义勇
为的敬佩，是在为他舍
己为人的大义精神而正
名。
　　海水冰冷，浸泡了
一夜韩兴博的身体；三
名女孩及其家人们的自
私冷漠，却是比海水更
加冰冷，伤害着逝去英
雄及其家人们的心。诚

然，也许人人都会有自
私的时候，然而一切都
应有一条底线。当他人
不顾自身安危拼命将我
们于死神手中救下时，
我们无论如何都应怀有
一颗感恩之心，哪怕只
是简单一句发自肺腑的
“谢谢”。然而我们看
到的，却是女孩家属在
饱受网友抨击批判后迫
于无奈而进行感谢，看
到的只是女孩的哥哥替
“还在叛逆期”的妹妹
出面道歉，乞求网友“放
过我们”。
　　过去的一段时间
里，我们从天问一号
发射团队的一众年轻人
里，从抗洪救灾中满身
泥泞的年轻人里，从奥
运会里屡创佳绩的年轻
人里，感受到了新一代

的朝气蓬勃，看到了中
国的未来。此次人们对
于三名女孩冷漠行为的
愤怒，也从侧面彰显了
社会对于新一代的寄托
和期望：未来的舞台，
应属于奋发向上、心有
大义的年轻群体，而绝
非满心自私与冷漠、不
知感恩之人。
　　同样的花季，有人
“还在叛逆期”，有人
却因为救他人而牺牲。
被救的女孩们之所以引
发众怒，只因我们的社
会敬佩那些“抱薪者”，
而深恶痛绝自私冷漠之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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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疫情防控不能降低标准

　　8 月 9 日 0-24 时，
扬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48 例，本轮疫情已累计
报告 394 例，其中确诊
病例中已出现 26 例重
型、6 例危重型，重症
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
多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有关专家认为，老
年人成为本轮疫情中的
高危群体值得关注，既
折射了疫情防控举措的
不足，更需要尽快提档
升级。（8 月 10 日 新华
视点）
　　扬州本轮疫情为何
让一众老年人频频“中

招”，并且重症高发？
经综合分析，主要诱因
是老年人接种疫苗率偏
低、落实疫情防控“三
件套”“五还要”不够
到位，加之老年人自身
体质较弱，大多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
疾病，再加上老年人手
机使用功能局限、健康
码普及率较低，以及老
年人记忆力差、防备心
强等原因，影响流调速
度和精度，给准确摸排
密接、次密接群体造成
诸多障碍，多种因素叠
加所致。

　　病毒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防疫意识淡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
轮扬州疫情公布的数十
例老年人确诊病例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有到
棋牌室休闲娱乐的活动
轨迹，成为疫情感染
传播的“高危群体”。
有的老年人不支持、不
配合甚至抗拒流掉和摸
排，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老年人防疫意识不够
强，给病毒感染传播以
可乘之机。
　　疫情防控没有特殊
例外，老年人也不能搞

特殊、降低标准。针对
本轮疫情老年人成为高
危群体这一新动向，要
加大疫情防控有关政策
规定和防护措施的宣传
力度，引导老年人自觉
落实“三件套”“五还
要”等安全防护措施，
坚决防止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侥幸心理和松
劲心态。儿女子孙作为
监护人，要切实履行好
看管责任，随时掌握老
年人去向，及时劝阻违
反防疫规定要求的不当
行为。特别是对孤寡老
人，所在社区也要切实

履行好监管责任，做好
居家安抚工作，防止脱
离监管视线。要全力做
好老年人疫苗接种的再
宣传、再动员工作，确
保“应接尽接”。要持
续优化升级防控措施，
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
体，采取安排志愿者引
导、提供上门服务、开
辟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绿色通道”等更加便
捷、更具温度的措施，
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
适老化防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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