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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打造“最美上学路”
在于用心用情

王军荣

虽然，这个“特殊的儿童
节”并不是在“六一”当天给孩
子过的，可是这个“提前两天的
儿童节”也让孩子感受到了满
满的爱，感受到了浓烈的情，让
他们有了一个“别样的儿童
节”。

礼物虽小，情意却暖。志
愿者送上的大礼包里有小台
灯、水杯、彩绘储蓄罐、书籍、小
玩具、小零食等各种暖心物
品。孩子们打开后兴奋不已，
有的迫不及待地玩了起来；有
的还拿出零食，乖巧地与护士
姐姐们分享。大家还精心为孩
子们准备了一个蛋糕。蛋糕上

“健康快乐成长”六个字凝聚了
家长、医护人员、志愿者对孩子
们的祝福。

暖暖的礼物、甜甜的蛋糕、
灿烂的笑容让充满消毒水味的
病房洋溢着欢乐。今年5岁的

君君，平时安静而腼腆。她妈
妈告诉记者：“孩子住院后，今
天说的话最多了。”儿童节是孩
子的幸福节日。然而，也有很
多孩子不能过上一个“正常的
儿童节”，他们不能和同学们在
一起，他们不能与老师们在一
起，他们不能看演出，他们不能
上舞台。可是，他们的心却早
就魂牵梦绕着一年一度的儿童
节了。

我们需要让“住院的孩子”
也有一个儿童节。宁波市有关
部门联合爱心志愿者举办的

“病房里的儿童节”必然会让孩
子们终生难忘。都说，要打造
儿童友好社会，要打造儿童友
好城市。而儿童友好社会、友
好城市的标准，显然不仅仅是
硬件设施的多“高大上”，更在
于关爱孩子细节的有“多浓
情”！

其实，在宁波市建设儿童
友好城市的过程中，还细化了

“儿童友好医院”的建设，制定
了详细的标准，例如需要打造

“适合孩子居住的病房”，例如
除了治疗疾病还有具体的心灵
安慰标准，例如要求医院营造
儿童喜欢的“儿童色彩”的环境
等等。

关爱“住院的孩子”只是儿
童友好社会打造的一个细节，
对孩子有多关爱，孩子就会有
多幸福；对孩子有多友好，孩子
就会有多健康，细节上的“儿童
友好”更贴心、更温情、更感
人。

儿童与城市共成长，在城
市建设中如何守护成长、关注
权益、呵护未来？我们需要把
儿童友好理念真正融入到方方
面面。“病房里的儿童节”释放
儿童友好满满的爱！

三江热议

上下学高峰时段，校园周
边的道路拥堵，几乎是每个城
市都面临的管理难题，也是令
家长最为头痛的事，打造“最美
上学路”，“精准接送”孩子，这
对于家长来说，是多么幸福的
事。

50 多米的鹅黄色连廊，紧
沿学校围墙而建，一直延伸到
校门口，周边道路以蓝、绿两色
划分了家长和班级等候区……
这是华泰小学西校区去年新改
造的“最美上学路”。值得一提
的是，“最美上学路”配备连廊、
围栏和顶棚，能够有效遮挡风
雨。这样的“最美上学路”让人
敬佩。什么样的“上学路”是最
美的？毫无疑问，安全、高效、
不拥堵是关键词，再加上风景

优美，则是最舒服了。“最美上
学路”之所以被称为“最美”，在
于用心用情，为家长接送孩子
提供最好的服务，贴心又周到。

当下，不少城市的不少学
校，对于“上学路”的拥堵往往
无能为力，有些学校更是认为，
这是校门外的事，学校也管不
着。有的城市对于学校门口的
拥堵也采取一定的措施，但也
仅限于缓解拥堵，离打造“最美
上学路”相差甚远。

打造“最美上学路”难吗？
从现实来看，的确难，毕竟要解
决很多问题，但如果真正去解
决，却未必是最难的，要不然，
宁波为何有那么多“最美上学
路”，解决了那么多家长接送孩
子的难题。仔细观察宁波打造

“最美上学路”的经验。其一，
贴心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极
力打造好安全、温暖的上下学
环境。其二，问计于民。改造
中，充分听取学校、家长、孩子
的意见建议，有的方案前前后
后设计、修改了几十稿。其三，
多部门联合解决。交通、教育多
部门通力协作，借助高科技，邀
请专家解决。比如，去年，鄞州
实验中学邀请专业团队，为新投
入使用的沧海路校区科学布局

“精准接送系统”，利用数字智
慧、数字科技，实现家长“精准接
送”。

学生上学路，不仅仅需要
安全，也需要温暖的守护。“最
美上学路”是重视教育的样本，
可推广可复制，值得各地借鉴。

“病房里的儿童节”
是儿童友好的温柔细节

郭元鹏

救起落水渔民
奖励1.5万元
让有德者有得
杨朝清

近日，《浙东经济合作区渔船互救
奖励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最新一轮修
订审议并正式实施：成功救起落水渔
民的，每救起一人奖励1.5万元，每起
事故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8万元；未
成功救起落水人员的，每打捞出1人
给予5000元奖励，每起事故奖励金额
最高不超过5万元。

5月31日《宁波日报》

广袤无边的大海既孕育着希望，
也隐伏着风险。海面上气象万千、风
云变幻，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哪怕是
有经验的老渔民，也有可能遭遇意
外。对落水者施以援手不仅体现了尊
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命意识，也彰显
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
有关”的共同体意识。

在海上从事渔业的渔船，难免会
打破地域限制；施救者的渔船与落水
者的渔船既可能属于同一个城市，也
可能属于不同的城市，二者既可能是
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不论是弘扬渔
民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传统，还是塑
造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救起一名落
水渔民奖励1.5万元”说到底就是发挥
选择性激励机制的作用，以打破“救与
不救都一样”。

在开放、流动、共享的公共海域，
渔船来来往往；那些需要救助的落水
渔民，很可能会遭遇“一个和尚挑水
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
吃”的“搭便车困境”。在理性选择深
入人心的当下，成本、收益、风险都会
影响人们的决策；只有让“有德者有
得”成为鲜活、生动的现实，才会引导
和鼓舞更多人参与见义勇为。

从过往的治理经验来看，遵守规
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范的利益的
支持，这种规范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
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一个好
的社会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实用
价值的有机结合。“救起一名落水渔民
奖励1.5万元”不仅具有鲜明的符号效
应，也能够让见义勇为者得到实实在
在的肯定与褒奖。

海上救助不仅需要公共部门的力
量，也离不开民间力量。与陆地上相
比，海上救援成本更高、难度更大、风
险更多，理应得到与之相匹配的奖赏
与激励。奖励看上去很多，实际上有
时候却难以覆盖成本。2021 年9月，
舟山船老大沈华忠果断丢弃了价值
10 万元的蟹笼，成功救助 16 名落水
者；即使按照最新的奖励标准“每起事
故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8万元”，这位
船老大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本了”。

“救起一名落水渔民奖励 1.5 万
元”本质上既是一种物质补偿，也是一
种精神慰藉；更进一步说，施救者即使
收获了奖励，也没有损伤见义勇为的
价值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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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周边交通安全，一直是社会各界聚焦的重点和治理难点。如何立足区域实
际，改善、提升甚至解决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问题，为广大儿童营造良好成长环境？5
月31日，浙江省中小学交通安全工作推进会在宁波鄞州举行。此次推进会由省教育
厅、省公安厅联合组织，来自省内各条线的校园安全相关负责人，观摩了鄞州区华泰
小学的“最美上学路”，鄞州实验中学的“精准接送系统”，实地“取经”。

6月1日《宁波晚报》

“六一”是孩子们的快乐节日，但一些“特殊”孩子，因为健康原因只能在病房中度
过。为了给这些孩子带去节日欢乐，5月30日，宁波民生e点通携手志愿者，来到宁
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方桥院区），和儿科病区的护士一起为住院患儿送上满满的节
日祝福。 5月31日《宁波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