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的崔思萌和 5 岁的弟弟突遇家中
起火。 她根据所学的消防安全知
识，立即断开家中电源，快速拨打
报警电话、准确报告地址信息，并
带弟弟走楼梯至安全区域， 成功
脱险。 崔思萌的果断和勇敢不仅
挽救了自己与家人的生命， 还避
免了火情的蔓延。 为树立良好榜
样， 消防救援部门特别为她颁发

“消防安全小英雄”奖状。
沙发在燃烧， 泼上一盆水也

不见效，火势反而越来越大。 家
中没有成年人，身旁是嚎啕大哭
的弟弟，9 岁的小姑娘崔思萌成
了危险来临时的“小当家”。 灼人
的热浪扑面而来， 她虽然害怕，
但“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哭，也安
慰弟弟不要哭”。 她很快镇定下
来， 立即断电并拨打 119 报警电
话求助。 电话中，她的表述简洁、
清晰，救援人员很快抵达起火现
场，化解了火情。

遇到险情时， 正确的处置能
争取更多救援时间。 灾难考验的
不仅是当事人的知识储备，更是
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断电
处理阻断二次灾害、及时报警准

确报告位置、 楼梯逃生防止电梯
故障风险， 崔思萌的做法被救援
人员点赞为“教科书式”自救，是
安全教育从知识到正确实践的成
功范例， 也为全社会上了一堂生
动的安全教育课。

安全无小事， 安全教育需常
抓不懈。当下，全社会对青少年安
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
近年来因溺水、交通事故、火灾等
造成青少年伤亡的事件仍时有发
生。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帮孩子提
升自救自护能力， 不仅关乎青少
年自身的健康成长， 更关系到家
庭幸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青少年安全教育， 学校是重
要阵地。崔思萌临危不乱，很大程
度上靠的是从学校学到的消防安
全知识。前不久的开学季，许多地
方的“开学第一课”以安全教育为
主题。 上海市普陀区学生借助
VR 眼镜体验真实火灾场景，学
习逃生技巧； 广东省多地消防救
援人员手把手教青少年如何
正确使用灭火工具； 四川省
绵阳市部分学生走进青少年
安防体验馆， 在趣味互动中
学知识、长本领……公安、消

防等相关部门也纷纷走进学校，
利用新科技、 新手段开展安全教
育活动。 生动、直观、富有趣味性
的安全教育， 有助于学生真正掌
握相关知识， 提升应对突发事故
的心理素质和自救能力， 不让安
全手册成为书架上的“摆设”。

在学校之外， 青少年安全教
育还需要家庭、社会多方联动。家
庭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家长以
身作则， 把安全意识融入家庭教
育全过程， 有关部门和媒体创新
传播手段、 加强重要时间节点和
重点场景的安全教育科普， 才能
以更大合力把好“安全闸”。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
无患。”崔思萌的“教科书式”自救
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突
发事件的“第一响应人”。 期待在
全社会共同努力下， 每一个人都
能具备识别安全风险、 应对紧急
情况的基本素养， 共同筑牢平安
社会的根基。 ①2

谁听我说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摄制并联合出品的接诉即办纪
录电影《您的声音》正在面向全
国公映。 影片以真实影像、真实
人物、真实经历，展现了“12345”

“一条热线”撬动超大城市治理
改革的生动画卷。 电影中涉及
的胡同停车治理、 老楼加装电
梯等贴近百姓生活的鲜活故
事， 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与网友
热烈讨论。

一部电影主要靠什么和观
众共鸣？ 一名观众的评论很有代
表性， 这名观众看完电影后感
慨，“怎么像是导演在我楼下拍
的？ ”

事实证明，真实的力量最容
易撼动人心。

影片创新采用“浸入式”拍
摄，为观众呈现出极为真实的城
市治理微观现场。观众跟随着热
线工单的流转轨迹，仿佛置身于
12345 话务大厅、 街道网格中心
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现场等多个
民生场景之中。 这些未经雕琢的
日常片段被一一捕捉，构成了中
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图谱，让观众

真切感受到了城市治理工作的
复杂性与温度。

出场的人物也可亲可感，因
为他们并非明星，而是那些在日
常生活中默默付出，和你和我一
样有平凡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热
线话务员凌晨接线时的疲惫与
坚守，街道书记面对居民质疑时
的焦灼与担当，真实的故事和细
腻的情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正因其真实性，这是一部能
让观众共情的电影。

社区居民观影后印象最为
深刻的， 可能是基层一线工作
者带来的感动， 也会由此对基
层工作的情况和难点多一份理
解。 而影片中一个个感人故事
也会触动不少青年干部， 因为
成功的案例说明，“接诉即办”
不是简单地回应， 而要深入了
解群众的真正需求。

超大城市的治理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您的声音》通过真实
案例展现了“接诉即办”机制在
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
“以人为本”的理念。 从胡同停车

治理到老楼加装电梯，从
应急抢险到基层立法，这
些故事反映了城市治理的
复杂性， 也为全球贡献了
一份中国式治理智慧。

在影片结尾，导演特意选择
了一个外卖小哥的故事。这一安
排别具深意。如果外卖小哥都能
在一个城市里找到幸福感和归
属感，是否说明这个城市的治理
已经成功？

影片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和信任。 在现代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似乎愈发疏离，而
这部影片通过热线故事提醒我
们，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倾听。
它不仅展现了政府与市民之间
的互动，更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
温暖和关怀。

影片还时刻在提醒，公众参
与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极为重要。
它告诉人们，城市治理不仅需要
政府的努力，更需要每一位市民
的积极参与。 通过真实的故事，
影片鼓励观众在繁忙的生活中
关注身边的社会问题，成为推动
社会进步的一分子。

“您的声音”永远不会沉没，
因为不论您身居何处，从事什么
工作，只要您表达了，就会有倾
听者。

实际上，“您的声音”既是市
民的声音， 也是 12345 的声音。
因此，市民们看完这个片子一定
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当大家
的声音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
的城市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①2

社会共治 让城市更美好
□南方

用知识为成长系好“安全带”
□张驰

●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
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人常犯的一个错， 就是花费时
间去在乎不怎么在乎你的人。

●要知道一个人有多爱你不是看
他平常对你有多好， 而是你们吵架的
时候他怎么对你。

●人间的事往往如此， 当时提起
痛不欲生，几年之后，也不过是一场回
忆而已。

●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 一种
是，得不到想要的 ；一种是，得到了
不珍惜。

●慢慢地，长大了，却感觉变沉默
了，懂得多了，却不快乐了。

●很多人闯进你的生活， 只是为
了给你上一课，然后转身离开。

●不闻不问不一定是忘记了，但
一定是疏远了， 彼此沉默太久就连主
动都需要勇气。

●不要在心情差的时候用决绝的
话伤害爱你的人。

●一个善于自嘲的人不是因为内
心强大，而只是想巧妙地让别人闭嘴。

●能体谅别人， 并且接纳别人的
痛苦，那才是真正的温柔。 比和颜悦色
更可贵的是你温柔的心。

●其实，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放
手的。 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
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 只是
生命里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

●或许这世间本就没有最好的选
择， 无非是你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了
之后，为了证明当初的选择，你会拼尽
全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乐观的人看见问题后面的机
会，悲观的人只看见机会后面的问题。

●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 梦想便
不复轻盈；他开始用双手掂量生活，更
看重果实而非花朵。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其实，女
人都是汽水做的，带气儿，要捧着，不
能晃……

●别和重要的人去争执那些不重
要的事。

●自由的精髓， 不是懈怠与懒
惰，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你明白自
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成为那
样的人。

●真的梦想， 不是非得高大上或
者文艺范儿， 它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期
望， 像人在黑夜里抬头望星空一样质
朴，像花儿向着太阳一样生生不息。

●有人问泰戈尔三个问题： 世界
上什么最容易？世界上什么最难？世界
上什么最伟大？ 泰戈尔回答：指责别人
最容易，认识自己最难，爱最伟大。

●感谢我的不完美， 让我看清了
真正对我好的人是谁。

●如果你能看到那些渐渐消逝的
美好，就能体会到现在所拥有的幸福。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

长编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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