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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踢伤男童下体，是用钱能私了的吗？
　　近日，陕西榆林。
一名 7 岁男童上课调皮
被老师踢致下体流血，
诊断为包皮撕裂 2 公分。
男童父亲称事后老师拿 6
千元欲一次性解决此事。
教育局称涉事老师被停
职，事件调查中。（12
月 5 日 澎湃新闻）
　　7 岁男童难免调皮吵
闹，作为小学教师，再
如何严管，也应有度。
然而，涉事教师却压不
住“火”，伸脚一踢，
致孩子下体流血。其用
脚之狠、之“精准”，
本已太不应该，然而，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在孩子下体流血住院后，

教师还“急中生智”，
急于拿出 6000 元让孩子
家长签协议，想要私了
此事。
　　检查结果还未出来
呢，这位教师关心的已
不是孩子伤情，而是想
着自己如何免责，急于
“自保”。这样的行为，
别说爱，就连起码的
师德都没有了。这种典
型的大事化小的作风，
打着满满的如意算盘，
又是否想过家长的感受
呢？
　　正因此，急于私了
的教师没有如愿，反倒
成了“网红”，引发众怒。
其错之一，体罚学生，

造成对学生的身体伤害。
孩子包皮撕裂 2 公分，
构成轻伤二级，已不是
“为你好”能掩饰的问
题了。其错之二，无担
当意识，因一时大意造
成大错，首先想的应是
如何治好孩子，而不应
该是“如何包住火”。
其错之三，校方的纵容
态度。校方陪同教师谈
协议，如此纵容，又如
何当得起家长信任？
　　而今，涉事教师被
停职，当地教体局已介
入调查此事。不管如何，
教师在课堂上将男童下
体踢伤，都不应当。这
位老师当着全体学生动

用体罚，传递给孩子暴
力教育，是由来已久，
还是一时性起？除了这
位教师，还有没有其他
教师体罚学生？对于教
师的体罚行为，学校是
否明令禁止？……希望
当地教体局能本着对孩
子负责、对家长负责的
态度，深查、严查，以
消弭公众疑虑。
　　也许此时，还有家
长会为涉事教师打抱不
平，认为严管的老师是
因为有责任、有爱，但
切莫忘了，爱应有边界，
惩罚应有度。诚然，家
长过于强势，教师会缩
手缩脚，有不敢管孩子

的现象。但不可否认，
依然有教师模糊了“惩
戒权”的概念，任意胡为，
让胆小、怯懦的孩子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正
当的“惩戒权”应是怎
样的呢？应是“手中有
戒尺、眼中有光”，如
若没有了光，没有了爱，
这样的戒尺恐怕任谁都
难以接受的吧。
　　希望这一起事件能
为所有教育工作者敲响
警钟。任何时候，以爱
之名，才是教育孩子的
正确方式。惩戒如此，
遇事担责也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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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晚间，沈
阳 SR 新城一商住楼外墙
保温材料发生大火，25
层楼体烧焦。据工作人
员介绍称：原本只是五
楼的一户窗口外墙保温
起火，由于离楼体最近
的消防通道被停放的车
辆堵塞，未能在初期阶
段控制火情，6 分钟火就
窜到了楼顶 。对此，“中
国消防”官微发博：消
防车通道是生命通道！
十万火急，不得占用、
堵塞、封闭！
　　因堵塞消防通道导
致人员伤亡的悲剧发生
过很多：今年 5 月份，
西安一小区发生火灾，

两人不幸身亡，导致这
样结果的原因就是消防
通道被占而耽误救援；
2015 年 10 月，宁波市一
户居民家中失火，第一
时间赶来的消防车因为
小区消防车道停满私家
车无法进入，严重影响
了救援，被困火海的母
子不幸离世；2013 年济
南一小区发生火灾，导
致 4 人死亡，据小区业
主介绍，火灾发生时，
小区内的消防通道被私
家车严重堵塞，消防车
根本无法进去小区，从
而导致灾情的加重……
　　目前不少居民小区
消防通道名存实亡。一

些小区为了阻止私家车
进入，人为设置水泥墩
或其他障碍物，有的小
区在消防通道上乱搭乱
建，还有的小区为了防
盗实行封闭式管理，堵
塞消防通道。另外还有
一些单位和个人损坏或
者擅自挪用、拆除、停
用消防设施、器材，埋
压圈占消防栓，占用防
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
的行为相当普遍，大量
的消防设施、器材被损
坏、挪用，发生火灾后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一
些防火间距被侵占、消
防通道被堵塞，发生火
灾后，火势很快蔓延，

消防车又开不进去。这
都是导致火情蔓延的“罪
魁祸首”。
　　说到底，消防安全
意识淡薄是造成消防通
道不畅的重要原因，很
多人存在侥幸心理，认
为火魔不会降临到自己
的身上，因此随意占用、
堵塞消防通道，更有甚
者，像沈阳大火发生后，
堵塞消防通道的居民居
然声称着火与自己无关，
可正是因为他们非法占
用了通道才造成了无谓
的损失。而且《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对此
有明确规定 : 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消防车通道。如果
占用是可以被做出罚款
处罚的。
　　消防不是口号，更
不是事故发生后的谈资，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消
防员，但是可以学习基
本的消防知识，增强消
防安全意识，最起码不
要占用消防通道，不让
“生命通道”变成“堵
塞胡同”，为生命的救
援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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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生命通道”变成“堵塞胡同”

　　近日，半月谈刊载
了一篇题为《电子产品
正在废掉农村娃》的文
章，引发各界热议。农
村孩子沉迷手机已不是
新闻，今年 8 月就有不
少媒体报道了留守儿童
在祖辈的溺爱下，玩手
机荒废学业的故事。青
年是祖国的未来，对于
农村娃娃们沉迷电子产
品的现象，我们切不可
坐以待毙，必须引起重
视，莫让电子产品成为
农村娃的“精神鸦片”。
　　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
城市，农村留下一大批
留守儿童。在经济和科
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农村父母为方便和孩子

沟通，希望自家孩子也
能像城市孩子一样使用
电子产品，一般的农村
家庭会给自家娃娃配备
一台手机。昔日“田父
草际归，村童雨中牧”
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
大多数农村娃娃不是在
田间，不再爬树，玩水，
而是沉迷于手机，刷抖
音找乐子；“打农药”“吃
鸡”寻刺激；看直播、
刷礼物图新鲜，与以往
我们对农村娃娃的印象
大相径庭，让我们不惜
唏嘘、叹惋。
　　父母给农村娃娃们
购买电子产品，其出发
点一来方便和孩子沟通
和联系，二来是手机作
为融入时代的重要工具，

方便孩子们“与时俱进”
的发挥电子产品的价值，
但现实却与父母的期许
背道而驰。倘若娃娃们
过度沉迷电子产品的虚
拟世界，没有合理发挥
电子产品应有的价值，
对一个家庭的负面影响
便非常大，不仅让娃娃
们的作息不规律，视力
严重下降，身体素质下
降，就如“鸦片”一样，
吞噬着正常人的健康成
长。
　　究其原因，农村娃
娃们为何沉迷于电子产
品，难以发挥电子产品
应有的价值。一方面，
不像城市孩子那样，农
村没有设备齐全的基础
设施、文化活动等，导

致农村娃娃们生活相对
单调乏味，课后活动少，
难以找到合适的消遣，
只能从廉价的手游等虚
拟世界中获得新鲜刺激；
另一方面，农村娃娃的
大多数父母为养家糊口
长期在外务工，难以顾
及孩子情感和陪伴需求，
陪伴孩子少，同样的，
孩子正处于青春萌动的
发育阶段，对网络信息
的把控能力弱，自控能
力、辨别是非的能力差，
学校有对娃娃们的监管
乏力，让本是为娃娃们
好的科技产品，衍生成
难以抵抗的“精神鸦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
调：“儿童健康事关家
庭幸福和民族未来”。

家长是孩子成长成才的
第一负责人，不仅要履
行对孩子监管主体的责
任，在孩子成长时期多
与孩子沟通交流，给予
有效陪伴；更要对孩子
们在成长教育中抵制不
良诱惑进行合理引导，
让孩子在“干净”的环
境下健康成长。在新农
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中农村也应提供更多供
孩子们体育运动及户外
活动的场地，让孩子们
活跃在户外，避免形成
对手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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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电子产品成为农村娃娃的“精神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