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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住房楼层的“节节高升”，高

空抛物现象开始递增，这个看似不经

意的举动，有时会给他人造成意想不

到的严重后果。

高空抛物，防不胜防。楼越高，扔

下来的东西的力量就越强。一个鸡蛋

如果从 10米处掉下去，会砸碎一辆车

的玻璃；如果从 20米的高空坠下去，

会把一个人的头砸破；如果从 30米的

高空坠落，能将一个人的头盖骨砸得

碎裂。更高，后果更是惨不忍睹。

记得一则新闻曾报道过：一名 8
岁小男孩被高空坠下来的东西砸中，

因抢救无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看，

才 8岁就因高空抛物被夺走了生命。

在我的采访中，不少年纪大的老人缺

乏此类认识，大都轻描淡写地认为这

种事情只是孩子的顽皮表现，至于会

产生多大的严重后果均有点含糊，他

们不太确信这一小小的举止会带来多

大伤害。青年夫妇和高年级学生对于

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认识相对清

晰，而幼儿园的孩子则对于高空抛物

的危害不太能够理解，这就需要人们

对此加强安全教育。

如今，为防止再发生高空抛物事

件，小区贴了不少告示牌，但人们往往

视而不见。他们有的因为懒得下楼扔

垃圾，直接从楼上随手将垃圾扔下来，

没有想过会不会砸中人；有的缺乏公

德心，往楼下泼水、扔东西等；有的在

阳台操作，或阳台失修，导致失手抛物

或意外坠物；而更多的则是，孩子们未

接受此类教育，他们无所事事偶尔会

搞恶作剧，往楼下抛掷物品。那么高

空抛物造成的后果应由谁来承担呢？

谁来负责医药费呢？有的可不仅仅是

付个医药费就能解决，事态严重的，还

应负上法律责任。

在这次采访中，许多人尤其是学生

们意识到了高空抛物的危害，也提出了

不少的防止高空抛物的建议：

担心不小心向楼下掉东西的高楼居

民，可以安装防盗窗；腿勤一点，下楼扔

垃圾，不要图方便，在高空丢垃圾；要有

公德心，时刻替他人着想；电梯贴标语；

在小区增设高楼摄像，随时监控，落实责

任；对高楼居民入住前增设一堂“请勿高

空抛物”的公益课。

高空抛物，抛下的不仅是物，而是你

的社会公德。当你抛下一件物品时，你

很有可能伤害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

望的生命。所以，为了我们洁净的家园

和充满希望的生命，请勿高空物抛。

指导老师 李春开

禁止高空抛物
501班小记者 高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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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小记者助力“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电动自行车是我们出行的便捷

工具，但对于它的安全问题，我有着

深刻的看法，事情要从那次车祸说

起。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妈妈开

车送我上课，经过一个路口，刚好绿

灯，我们正常通过路口，可是刹那间

左侧闯来一辆电动自行车，直接撞

在车头上，电动车上的人斜着摔落

在马路上。妈妈赶紧停车查看，只

见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爷爷一动不动

躺在路中央，我坐在车里看傻了眼，

就那么一秒钟，还来不及看清怎么

回事，我脑子里出现两个大字：车

祸！那一瞬间，我害怕极了。妈妈

赶紧打电话报警和叫救护车，因为

阳光太强，就从车上取伞给老爷爷

打着。不一会救护车来了，我和妈

妈坐着警车一起来到医院，妈妈一

直前前后后地忙碌着办手续，我一

声不吭地紧跟着妈妈，通过了解，老

爷爷只有一个孩子，还在外地，一时

赶不回来。妈妈说虽然责任不在我

们，但老爷爷的事还是需要人办，于

是我们在医院一直忙碌了近两个小

时。这时已临近我下午考级的时间

了，安顿好医院事情，妈妈给我说，

我们的车被交警拖走了，要等事故

解决才能有车开，现在出门只能打

车了！妈妈匆忙打了滴滴赶紧把我

送去考场。

一周以后，这次事故也有了处

理结果：老爷爷骑电动自行车闯红

灯，负全责，不光自己承担医药费，

还要负责我们的修车费，他外地赶

回来的儿子也不得不请假好几天。

通过这次事故，每次出门，我都

特别留意电动自行车，真是“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次事故让我

深深地感到：在道路上行驶一定要

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出意外，否

则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一、会

给人带来生命危险和身体伤痛！第

二、会带来财产损失！第三、会让家

人也受牵连！第四、自己的生活被

打乱，产生很多烦恼！

于是，在这安全生产月之际，我

做了个“关于电动自行车行驶安全

的问卷调查”。

调查里，我把安全行驶电动自

行车的注意事项和一些规定都列了

出来，这样在调查的同时，也做了一

次安全宣传。对于基本的安全行驶

事项，大家都能选对，但对于电动自

行车最高时速不超过 25km/h这一

点，却有超过一半的人不知，我们那

次车祸也和超速有关，十次车祸九

次快，看来超速问题，大家要引以为

戒啊！

在电动自行车违规行驶里：占

用机动车道、随意钻行、闯红灯、不

戴头盔是最常见和典型的，为了这

次调查，我在中山路、大成路等路口

观察，差不多二十分钟内，在十字路

口对角穿行、闯红灯、占机动车道的

就有七八个，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

吓一跳！

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行驶注

意事项，我问了长辈和亲朋好友，他

们都能明确答出闯红灯、占机动车

道、逆行钻行等都是不对的，但生活

中这个现象依然屡屡存在，这可怎

么办呢？我想我们小学生要从自己

做起，树立正确观念，经常给长辈

说，要遵守交通秩序，这是在保护我

们自己！当我们坐电动自行车的时

候也要做个小小监督员，让他们不

仅知道安全行车，更能做到安全行

车。 指导老师 郑丽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行驶

502班小记者 蒋宇奇

电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但如果用电不慎，也可能会带

来悲剧。

一天放学后，我在书桌前写作

业，外婆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

着电视。忽然，我闻到一股异样的

味道，这股味道越来越重。我问：

“外婆，你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吗？”外婆皱起眉头，鼻子嗅嗅，使劲

闻了一下，说：“好像是有一股奇怪

的味道。”

“是不是你烧菜时又忘记关火

了？”

“没有啊，我没有烧菜，只是在

烧饭啊。”话音刚落，外婆一拍大腿，

“坏了。”她急急忙忙往厨房奔去，我

也跟着跑了过去。

呀，不好！只见电饭锅底下正

冒出一股黑烟，还带着一股橡胶烧

焦的臭味道。我急忙大叫：“快拔掉

插头！”外婆冲上前，一把拔掉插

头。好险！再晚点就要烧起来了，

我心有余悸，这个电饭锅的开关和

把手柄已经被烧黑了。

外婆拍拍胸口，嘴里念叨：“好

险好险”。我在一边庆幸道：“幸好

没烧到金属部分，不然可就要引发

火灾了！”外婆看着惨不忍睹的电饭

锅，自言自语：“好好地怎么会烧起

来呢？”我仔细一看，咦，这不是那个

电线老化了的电饭锅吗？“前两天妈

妈买的新电饭锅你怎么不用呢？”我

问。外婆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这个

电饭锅好好的，不是还能用吗？我

就没用新的呀。”“哎，妈妈不是早就

说过这个电饭锅电线老化了，会有

安全隐患的。这下倒也挺好，你不

换也不行了。”“换了换了。”外婆一

边说，一边收拾起厨房的残局。

晚上，妈妈回到家听到这个电

饭锅历险记后，给我和外婆好好地

普及了一下用电安全知识，如要定

时检查电线，防止电线老化；不能用

湿手触摸电线；一个插座上不能插

过多电线等。我们听了频频点头，

心服口服。是的，忽视安全用电就

是不珍惜生命啊！

指导老师 王纯朴

电饭锅历险记
503班小记者 张宸源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则关

于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的文章，

很感兴趣，便采访了爸爸，因为

他的工作和渔业生产有关。

我：您认为当前渔业安全

生产事故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爸爸：现在有些渔民是外

地人，人员的素质较低；有些人

打渔都不会，缺乏生产经验；再

加上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员

少；而且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安

全培训重视程度还不足。

我：那么您认为身边最大

的隐患是什么？

爸爸：有些打渔的设备陈

旧了，很容易发生故障；也有些

员工不按规定操作，容易造成

安全隐患；再加上有些员工技

能培训少，形式主义严重；事故

发生后，救助措施不完善，预案

也不足。

我：那您认为从个人层面

看，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才能消

除安全隐患呢？

爸爸：对于打渔设备陈旧

的问题，政府应该参考农业补

贴形式对陈旧渔业设备给予一

定财政支持，并鼓励和推动个

体渔船组建中大型的渔业公

司；对于部分员工不按规定操

作的问题，可以参考汽车驾驶

证，建立岗位操作证积分制；对

于技能培训少，形式主义严重

的问题，必须要加强职业教育

培训，以及建设考核监管制度；

对于事故发生后的救助措施不

完善、预案不足的问题，必须建

立事故预案，加强救助措施，定

期演练。

我：消除隐患也是相关职

能部门的头等大事，您认为政

府部门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如

何去做，您认为比较好？

爸爸：一是要加强渔业协

会建设，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二是职能部门需起到推动渔业

产业投资基金的作用；三是细

化现有的渔业财政补贴；四是

由职能部门对海渔船建立全员

上岗证制度。

是啊，海洋渔业生产存在

许多安全隐患。有些船主的安

全意识不强；有些渔民的安全

意识薄弱；有些渔船的安全装

备缺乏；有些渔业管理体制不

顺……

关心海洋渔业生产不仅仅

是国家、政府的事，更是我们每

一个老百姓的事。从现在起，

关心海洋渔业生产安全，从国

家做起，从政府做起，从我们每

一个人做起！

指导老师 李阿红

海洋渔业生产中的安全
405班小记者 袁若曦

烈日炎炎，能喝上一口甘

甜的白凉开是多么惬意的一件

事。我突发奇想，这水到底是

从哪来的呢？

本以为每天水管里流出的

水直接来自于大水库，其实，是

我想得太简单了。水还得靠水

厂层层处理，达到饮用标准才

能送往千家万户。

很庆幸，我能在自来水厂

老员工的带领下，来到自来水

厂参观、采访。经过水厂的严

格把控、登记、记录，我总算踏

进自来水厂。乍一看，还以为

自己来到了一座生态公园，道

路两旁绿树成荫，鸟鸣声声，人

顿时精神起来。在老员工的带

领下，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开始

参观之旅。

这次参观非同寻常，我近

距离感受到制水工艺流程，探

索水从何而来的秘密。水厂老

员工为了让我能听懂复杂的生

产工艺，他用深入浅出的比喻

讲解自来水生产的混凝、沉淀、

消毒等工序，不厌其烦地解答

我的各种提问。随后，我兴致

勃勃地参观了水厂网格絮凝

池、平流沉淀池、清水池、吸水

井、控制室、化验室等。观摩了

江河湖泊中的水是如何演变成

饮用水的全过程，让我深深感

受到水资源的来之不易。

此次行程，我初步了解了

自来水的来源、净化过程、水厂

的生产环境、管网工程管材等，

了解到日常用的自来水原来是

经过这么多道程序，层层严格

地筛选，才来到千家万户的。

每个步骤环环紧扣，缺一不

可。即使遇到自然灾害，如台

风暴雨，出现水质浑浊；枯水期

出现原水异味等状况，员工们

也要坚守岗位，排除万难，保证

市民的用水安全。小小的每一

滴水都凝结着水厂工人的汗

水。

水厂的中心控制室可以算

作心脏部位。因为这里要进行

严谨的数据监控。平时在学

校，我们做错了的数学题，数字

改一改就可以交上去。但在水

厂的中心控制室里，数字绝对

不可以出错，因为水质是水厂

的第一生命，水质不行，会影响

居民的用水安全。因为这样，

企业会严格要求每个在厂员

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包

括进入水厂大门时，闲杂人员

不能随意进入。

原来“随手开关的自来水

竟蕴含着如此深的学问！”探寻

水之密，真是不虚此行。

指导老师 陈慧

探寻“水”之密
504班小记者 杨依果

我们身边，时时发生一些大大小

小的交通安全事故。小到摔倒擦破

皮，大到失去生命。其实好多事故往

往都是不遵守交通规则造成的，是完

全可以避免的。

就在礼拜五妈妈带我上学的那天

早上，因为天空一直下着绵绵细雨，地

上湿漉漉的，视线也不是很好。恰好是

高峰期，我坐在后排一边和妈妈谈笑风

生，一边观赏着道路上的车水马龙。

突然，一辆白色的轿车一下子从

我们后方窜了上来，强行抢到了我们

前面，并且继续急吼吼地朝另一个车

道穿插，“天呐！怎么回事！”妈妈惊叫

着，往左边猛打了一把方向盘，猝不及

防的我也被重重地甩到了另一边，还

没等我完全坐稳，前面就传来一阵刺

耳的刹车声，又听到“砰”的一声响，那

辆白车撞上了从路口突然驶出的电动

自行车！车上老人在我们的惊呼中瞬

间摔到了马路中间。妈妈吓得一个紧

急刹车，把车停在了一边。我看到白车

的驾驶员叔叔脸色煞白，跌跌撞撞跑向

老人，老人的脸被蹭破了，鲜血淋漓，他

半坐起来，用手捂着伤口，“哎哟哎哟”不

断地大声哀嚎。“快报警啊！打电话送医

院啊！”年轻的驾驶员叔叔估计是吓傻

了，边上的几个行人对着他吼道。

妈妈打着了火，慢慢地从战战兢兢

的驾驶员叔叔身边开过。我第一次近距

离看到这种场景，吓得一路都不敢再开

口说话。

到了学校，我跳下车，沉重地说：“妈

妈，路上小心，注意安全，以后你开车我

也不打扰你了！”

我现在还在想，当时要是那个驾驶

员叔叔不着急、不抢道，要是老人开电动

自行车时能遵守道路交通法，这一切都

不会发生了！交通安全跟我们每个人息

息相关，每一个事故都在提醒我们：交通

法规必须人人遵守，那么交通事故就会

越来越少。 指导老师 李阿红

遵守交规 平安出行
401班小记者 朱雨诺

当我们从冬日的沉闷中苏醒过

来，享受着春日的阳光和微风的吹拂，

夏季也悄悄来临，属于这个季节的危

险也正在向我们靠近。虽然阵阵雷声

赶跑了夏日的炎热，滋润了大地万物，

可是它并不是那么温和，它带来的可

能是雷击、台风，甚至是洪灾。

灾难是无情的，它会摧毁我们的

家园，会夺去我们宝贵的生命，所以我

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台风及汛期灾害前兆：骤雨忽停

忽落，有时候下大雨，有时又没有雨，

意味着台风将来临。气压降低，天气

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多日天气

晴朗无云，特别炎热，一般午夜或凌晨

会有强雷雨发生。

防台防汛安全措施：常收听收看

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认真学

习防灾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关闭

窗户，尽量避免外出，一旦进水立即关

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备足饮用水、日

用品和食物，洪水到来要往高处、结构

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处等地转移；不到

溪、河、渠、池塘、水库等水域戏水、游玩。

安全无小事，长鸣警钟，常抓不懈。

让我们携手起来，在心中筑起一道安全

防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时时把安

全记在心中。关爱生命，注意安全！

指导老师 汪桂芬

防汛防台 安全你我他
404班小记者 杨羽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