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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原声B
陈向阳 安全出行 从“头”开始

文明、安全出行，是所有人的期待。自 11 月 12 日

起至 2022 年 3 月 1 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在中心城区

开展非机动车交通秩序严管整治及提升驾乘人员头

盔佩戴行动，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近年来，电动车因其便捷、环保、机动灵活的特

点，已成为人们出行代步的首选。同时，随着新能源技

术的快速发展，部分电动车在设计上速度越来越快，

外形也越来越大，性能指标已接近或达到轻型摩托车

水准，由此而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屡有发生，造成了

严重后果。

以头盔佩戴为整治重点，进一步提高驾乘人员的

安全防护水平，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是务实之举。权威

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减少 63%的头部受伤和

88%的颅脑损伤，一个头盔可以让交通事故的伤害率

呈现出倍级下降。

目前，超标电动车拥有量较大，速度较快，准驾门

槛过低，很多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就上路，安全意识

和交通素养不足，酒后驾驶，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

灯、交通标线的指示行为比较普遍，不佩戴头盔驾乘

电动车的行为也是造成高比例伤亡事故的重要原因。

因此，做好电动车道路安全与伤害预防，就必须把戴

头盔作为安全守护的首要之举。

每一项文明举措的推行，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于电动车驾乘人员来说，头盔就如同机动车驾驶员

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小小头盔有可能就

是“救命头盔”。一些人之所以没有养成戴头盔的习

惯，说到底还是因为侥幸心理在作祟。他们总是认为，

只要自己骑行时多注意一点，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

就算发生了事故，也未必有那么严重。这种侥幸心理

才是最大的安全隐患，也是相关部门整治的难点。

人们的法纪观念和守法的自觉性，并不是天生

就有的，而是长期的他律规范约束下逐渐养成的，

是 在 向 文 明 行 为 方 向 渐 进 的 过 程 中 ，靠 依 法 管 理

“管”出来的。

安全出行，从“头”开始。遵守规则、文明出行是每

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为文明城市建设尽的一份

力。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佩戴头盔首先是对自己安

全的一种保护，别等出了意外才后悔莫及。市民驾乘

电动车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应从“被动适应”走向“主

动遵守”，大家都应学会敬畏规则，遵从规则，让文明、

安全出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绝不让安全出行这件

“头”等大事功亏一“盔”。③6

教育孩子 要鼓励也要惩戒
近日，一则新闻登上热搜：广东梅州一名小学三

年级女孩考试得了 51 分，她的奶奶鼓励道:“没事，只

差 49 分就满分了……比一半还多一分呢！”很多网友

为这位暖心的奶奶点赞。

在 为 这 位 奶 奶 点 赞 的 同 时 ，笔 者 也 想 提 点 建

议。本人认为，教育孩子，在鼓励的同时，适当的惩

戒也未尝不可。其中，让其认真查找原因就是最好

的“ 惩 戒 ”。要 让 孩 子 认 真 分 析 这 次 为 什 么 考 这 么

少 分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题 难 还 是 因 为 没 用 心 学 ？同

时，家长要坐下来和孩子认真沟通，一起检查试卷

错题，分析原因并认真订正。让孩子对这次考试进

行一次全面、彻底、深刻的反思。目前，孩子上小学

三年级，学的知识还不算太复杂，这样的成绩如果

不 引 起 重 视 ，不 努 力 改 变 ，随 着 年 级 的 增 长 ，知 识

面的扩大，题目难度的增加，未来学习势必会越来

越感觉吃力，甚至会出现厌学等消极情绪。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作为

家长和老师，也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法是否

妥当？老师要反思，自己的讲课方法是否让学生听懂。

当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写作业马虎潦草、不遵守班

规校纪时，必要的惩罚措施还是不可缺少的。玉不琢

不成器；树不修不成材。家长要正面鼓励和引导，但切

不可成为孩子的保护伞，替他（她）拦下所有的过错。

到那时，将悔之晚矣！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青少年时期正是一个人精力充沛、学

习知识的大好时机，只有努力学习，脑袋才会更聪明，未

来才会多一种选择，人生也才会更精彩；只有努力学习，

才会使“强国有我，请祖国放心”这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变

成现实。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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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设圈”乱象
保护未成年人

为塑造自己构思的虚拟人物

的“完美形象”，花钱请绘画师定

制人物卡通画、人偶娃娃（即所谓

的“设圈”），已成为部分年轻人甚

至未成年人热衷的新鲜时尚。但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目前“设

圈”存在内容创作同质化以及诱

导未成年人消费等乱象。此前，

一名 13 岁女孩 6 个月花费 70 万

元买画，曾引发巨大争议。

对于年轻人喜欢的“青年亚

文化”，对新行业、新业态，固然不

能一棍子打死，但“设圈”乱象的

潜在隐患也值得警惕。一方面，

一 些 平 台 、卖 家 有 给 年 轻 人 设

“圈”下套的嫌疑，部分未成年人

心智尚不健全，容易轻信卖家的

吹嘘和诱导，导致冲动消费、盲目

消费甚至借贷消费，对健康成长

不利，也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另一

方面，“13 岁女孩半年买画花 70

万”等极端个案，可能加深部分家

长对整个行业的误解，让一些正

直、守规矩的创作者受到牵累，不

利于行业健康发展。此外，“高价

定制”背后随意定价的行业潜规

则，还可能滋生偷税漏税等问题。

如何有效治理“设圈”的种种

乱象？显然需要多方合力。其中

最关键的，监管部门要给“设圈”

戴上紧箍。对于一些平台、卖家

“打擦边球”的做法，监管部门要

心中有数、手中有招，适时出台行

业规范，减少灰色地带，对乱象及

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

其次，要充分发挥家长和学

校的教育引导作用，对年轻人进

行价值引领。家校一方面要开展

更多活泼向上的文娱活动，丰富

年轻人的文化生活，健康其心理；

另一方面要引导年轻人避免盲目

跟风，培养形成理性消费的习惯。

此外，一些平台亟待加强自

律增强社会责任感，规范营销。

从媒体报道情况来看，某些与“设

圈”相关的平台，在未成年人身份

审核、消费风险提示等方面还有

所欠缺；还有少数平台，在逐利心

理的驱使下，推出了饥饿营销、诱

导消费、虚假拍卖等玩法，这些只

顾眼前私利、缺乏社会责任的做

法，亟待纠偏规范。

总之，唯有各方加强社会责

任感，增强协作，形成合力，才能

治好“设圈”种种乱象，形成未成

年人成长“保护圈”，让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③6

打击电诈
近日，全国公安机

关 按 照 公 安 部 统 一 部

署 ，深 入 推 进“ 净 网

2021”专项行动，对通过

诈骗话术网上引诱潜在

受骗者，为电信网络诈

骗提供推广引流服务的

犯 罪 团 伙 进 行 重 拳 打

击 ，共 打 掉 团 伙 180 余

个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400 余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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