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涉及孩子的各类交通事
故，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从交通出行工具上分类：机
动车出行方面，主要表现为孩子
乘 坐 时 未 使 用 儿 童 安 全 座 椅 ，

头、手等伸出窗外；非机动车出
行方面，主要是家长的交通安全
意识较为淡薄，没有给孩子佩戴
好安全头盔，另外家长自身各种
交通违法行为也给孩子安全带来
极大隐患，还有就是孩子未到规
定年龄骑车；步行出行方面，因
孩子过马路时横冲直撞、突然加
速猛跑、中途折返等行为发生事
故最为突出。

从年龄上看：8～12 岁的儿
童是事故高发的年龄段。这个年
龄段的儿童外出，很多已经脱离
父母的管控，但自身又没有足够
的预测和规避交通风险的能力。

“这些事故，除了孩子自身
交通安全意识有待加强外，同样
与家长监管缺位关系密切。”宁
波 交 警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7 月 22
日，在宁海县檀树路路段，一个
10 岁的孩子脱离家长突然猛跑
过马路，不幸被车辆撞倒；8 月
3 日晚上，在镇海区庄市街道天圣
路与思源路附近，一名5岁男童在
跟随家长散步时，突然向马路中
间跑去，后被一小车撞倒⋯⋯

2020 年 4 月 还 发 生 过 一 起
“离谱”的案例。在鄞州长寿路

与 创 新 路 路 口 ， 一 名 6 岁 的 女
“驾驶员”驾着扭扭车混入车流
中，并且行驶了一公里多，沿途
车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女童
此时也被吓坏了，后来还是辅警
看到将其及时“救”了出来。

对此，宁波交警告诉记者，
有些孩子还小，交通安全意识不
强可以理解，所以这些年来，他
们通过各种进校园活动，一直教
导孩子“知危险，会避险”。

不过，孩子交通安全问题相
当复杂，靠“单打独斗”是解决
不了问题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家长作为监护人，应该把好
安全“第一关”，通过言传身教
的方式增强孩子自我保护意识，
而不要让自己成为反面教材。

简而言之，家长自己要以身
作则，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平时
要时常向孩子灌输遵守交通法规
的理念。比如：步行过马路时，
不要闯红灯，更不要横冲直撞、
忽然加速猛跑或中途折返，特别
是在没有斑马线的国道省道沿线
和村镇道路，要做到“一停二看
三通过”，且通过时举手示意；
结伴出行时，不要在道路上嬉戏
打闹、互相追逐；未满 12 周岁
不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 16 周
岁不要骑电动自行车。

事故常与家长监管缺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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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
2日，是第十一

个122“全国交通安
全日”，主题为“文明守

法 平安回家”。公安部、中
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

八部门曾联合发出通知，其中一条就是
要求针对“一老一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提升这两大人群的自护能力。

在今年我市多地举行的“全国交
通安全日”宣教活动上，记者发现面
向孩子的交通安全知识科普成为必不可
少的一环，而且十分用心。

近年来，随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
加，涉及孩子的交通事故总量也在不断攀升。

“鬼探头”事故、“开门杀”、骑“车”惹祸……这
些事故经常发生在孩子身上，亟须让他们“知危
险，会避险”。

安全意识是孩子自我保护能
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关系到
儿童的健康成长，还关系到每个
家庭的美满幸福，因而，学校教
育非常重要。

近年来，宁波交警与学校方
面加强合作，通过不断深化交通
安全正面教育，引导家长、孩子
在寓教于乐中掌握交通安全理论
知识。

同时，交警部门组织警力将
“礼让斑马线”“一盔一带”“交
通事故小剧场”等富有特色的主
题活动带进校园，还积极利用开
学典礼、班会课、课间十分钟进
行浇灌式渗透宣传；平日里，则
巧妙通过建立学校、家长和班级
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开展“云课
堂”“网络直播”等宣教工作。

这方面，余姚新建小学的交通
安全教育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这所小学是宁波唯一将“道
路”复制后搬进校园的交通安全
实践教育基地。校内不仅设有

“交通路口”，随时可以实操，还
贴有各种卡通形式的安全宣传
画、交通标识，以及贴心的解
说 ， 筑 就 了 一 堵 “ 交 通 安 全

墙”。更值得点赞的是，该校有
一项“传统教育”：每逢重大节
假日，老生要领着新生沿着“交
通安全墙”走一遍，边走边为他
们讲解其中的含义。交通安全知
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潜移默化
地根植于孩子心中。

“1998 年，我们学校还在余
姚凤山街道胜一村附近，那边交
通环境较为复杂，孩子出行安全
就成了头等大事。”学校相关负
责人说，后来学校迁入新校舍，
但重视交通安全的“老传统”还
是被保留了下来，如今更是成为

“必修课”。
新建小学还定期组织孩子进

行路面交通实践、开展校园“交
通安全生”评比，并与交警部门
合作刊印了一套极具针对性的交
通安全教科书⋯⋯

“以前，我就是在高年级哥哥
姐姐的带领下参观那堵‘交通安
全墙’的。现在我长大了，轮到
我为弟弟妹妹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了。”一名学生这样告诉记者，当
年 她 走 完 一 遍 “ 交 通 安 全 墙 ”
后，回家就“教育”了爸妈，要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余姚这所小学的做法值得借鉴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黄盛剑 方丹茜 徐莹莹

今年我市“全国交通安全
日”主题活动，除了向老年人、
配送行业骑手、重点车辆驾驶员
进行宣传教育外，许多交通安全
知识是讲给孩子听的。

11 月 30 日上午，在集士港
镇中心小学，海曙交警为学生带
去了一堂生动形象的交通安全
课，课上科普了几例经常发生在
小学生身上的交通事故。

在江北，交警走进江北区

中 心幼儿园，现场布置了“交
通路口”，有模拟信号灯、斑马
线、来往车辆，当然还有扮演路
人的孩子们。然后，一场“真人
秀”在此上演⋯⋯

在 鄞 州 、 象 山 、 余 姚 等
地，当地交警也走进校园，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孩子们
灌输安全文明出行的理念。互
动游戏则是五花八门，抢答是
最基本的，现场模拟交通路况

也早就不稀奇了，如今还有 VR
设备进场，模拟“鬼探头”事
故、“开门杀”及骑“车”考试
等。一场场游戏玩下来，孩子们
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交通安全
知识。

“平安回家，是奔波在外的
人最朴实的心愿，也是等候在家
的人最热切的念想。”宁波交警
相关负责人说，孩子作为一个家
庭的未来，其安全出行问题自然
受各方关注。因而，交通安全宣
教活动，未成年人群体是必不可
少的宣教对象。

“全国交通安全日”携手“童”行

根据交警部门统计，随着机
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涉及孩子
的交通事故也呈增长趋势，仅这
两年，我市就有多起涉及孩子的
交 通 事 故 成 为 网 络 上 的 “ 热
点”，引起众多家长反思。

“鬼探头”，指的是行人缺乏
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猝不及防地
横穿马路，车辆驾驶员来不及躲
闪而造成交通事件。这类事故最
易发生在孩子身上。

今年上半年，在鄞州某小学
附近，一辆送娃上学的轿车被堵
在了路口。为了节约时间，孩子
下车后跑着穿越车流，谁料被突
然驶来的车辆撞倒，相关视频曾
在网络上热传。还有发生在象山
的案例：一辆白色轿车在当地一
体育馆停车场内行驶，突然，从
左侧停车位窜出一名小女孩，驾
驶员来不及刹车，与对方发生碰
撞，孩子当即摔翻在地，相关视
频也被传到网上⋯⋯

“开门杀”，是指乘员下车时
没有观察车后方的情况，就贸然
打开车门。如果这时有电动自行
车或自行车刚好在车后方行驶并
且距离较近，就会导致骑车人一

下子来不及反应而撞到车门上。
9 月 19 日早高 峰 ， 在 余 姚 实 验
学 校 门 口 缓 慢 通 行 的 车 流 中 ，
一辆送孩子上学的黑色轿车突
然打开车门，恰巧后方驶来一
辆二轮摩托车，轿车和摩托车
就这么撞上了。摩托车在倒地
时，还剐蹭了右侧临时停着的越
野车。原来，轿车后排坐着的孩
子着急进学校，没看车辆后方情
况就直接打开车门，来了个“开
门杀”。

骑“车”惹祸，这类事故就
更多了。通常是未满 12 周岁的
孩子骑自行车上路、未满 16 周
岁的孩子驾驶电动自行车，并且
大多伴有载人、不戴安全头盔等
次生违法行为。今年暑假期间，
北仑城区中河路与四明山路路
口，3 名 13 岁的少年骑乘一辆电
动自行车，未戴头盔还闯红灯，
然后就被撞了。

除了电动自行车外，还有一
种“车”也时不时惹祸，它就是
孩子的玩具——扭扭车。去年镇
海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一名
幼童骑着扭扭车在小区门口玩
耍。因为孩子太小，进入小区的

轿车驾驶员看不到孩子的身影，
行驶过程中碾压到了对方。

除此以外，儿童安全座椅问
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今年 8 月 1 日，甬派客户端
刊发了 《险！孩子探窗摔落路中
央 暖！宁波车主封路救娃》 的
新闻，引起全网关注。事件经过
很暖心，但细究事故原因，家长
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12 周岁
以下儿童乘车应使用安全座椅，
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得将手、头等
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这一事
件还在网上引起了关于儿童安全
座椅的话题。

去年 6 月 1 日新修订实施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十八条明
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
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
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
到交通事故的伤害”。这是首次
将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纳入全
国 性 立 法 。 之 所 以 要 立 法 强
制，是因为正确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是目前公认的保护儿童乘
车安全的最有效手段。数据显
示，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的，儿童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
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 8 倍，受伤
率是后者的 3 倍。

网络“热点”事故警示意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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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姚新建小学交通安全墙绘。
（黄盛剑 摄）

②余姚交警向学生普及交通知识。
（黄盛剑 摄）

③④⑤象山交警进校园宣传交通安全。
（方丹茜 摄）

⑤⑤

④④③③

②②①①

余姚新建小学与交警合编的教材。 （黄盛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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