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总队、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日前联合在上海
月星环球港举办题为“安全出行，健康守护”
的儿童步行安全宣传活动，旨在响应联合国
全球道路安全行动十年行动（!"#$%!"!"），
呼吁全社会关注儿童步行交通伤害。

上海市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年和 !"$$年全市 "%$&岁儿童青少年死亡
中交通伤害是首位原因，约占该年龄段全死
因的三分之一。儿童是弱势道路交通使用
者，步行是其主要出行方式。活动组织者在

现场为学校老师代表颁发了儿童步行安全
教程大纲———行为改变是伤害预防的关键。
现场同时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步行安全互动
体验，包括两车间过马路、酒驾体验、分散注
意力测试、步行者可视性体验等。

此次活动同时也标志着上海市儿童步
行安全项目在普陀区正式启动，该项目力图
通过 '年的时间在普陀区试点学校内开展
儿童步行安全干预项目，探索儿童步行交通
伤害预防干预模式与技术。

本报记者 施捷 通讯员 冷光鸣

! ! ! !你知道吗，中午 $$时至 $!时
以及下午 (时至 )时是一天中两个
儿童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时间段？
新学期，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全
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一份“开学
安全出行锦囊”，提醒家长要在孩子
午休和下午学校放学时，特别关注
他们的交通安全。
锦囊分享了有关儿童上下学的

安全经验和建议：
! 画张安全上学路线图 家长

不妨和孩子一起画一张安全上学路

线图!再带领孩子走一遍!并给孩子

特别标注出容易发生危险的路口和

易被忽视的角落"

! 明确校车安全等候区 家长

要带孩子到校车等候点实地观察!

告诉他安全候车区域!并提醒他!无

论是校车还是公交车! 只要车辆仍

在移动就不要轻易靠近! 要始终站

在司机可见的范围内等候"

! 给幼儿穿上安全外套 在雾

天和阴雨天等照明较差的环境中! 儿童穿上添加

了反光材料的衣物更容易让司机辨识"

! 身边常备紧急联系卡 给孩子随身准备一

张紧急联系卡" 本报记者 马丹

! ! !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智选假
日慈善健康跑活动近日在世纪公园举行。在连
续半个月的长跑中，数千名中外长跑爱好者携
家人，为河北承德同洲共际智选假日希望小学

募集善款，帮助更多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重返
校园。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爱心义卖台，展示了
来自希望小学的学生作品。

本报记者 王蔚 陈梦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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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 /教育周刊
! ! ! !日前，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次
会议分组审议《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修正案（草案）》，将酒吧列入未成年人
不得进入的场所。
在外面，如果孩子进了酒吧，酒吧将

受到重罚。那么在家里，当未成年的孩子
提出饮酒要求时，作为家长的你会采取
适当的方式劝阻吗？预防未成年人饮酒
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然而，如何
与孩子沟通饮酒问题亟须更为专业和规
范的指导。
近期，百威英博在全球 $$个国家，

对 $$"""名 +%$*岁孩子的家长进行了
一项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对教育孩子饮
酒问题的态度。在美国、阿根廷等国家，
家长对此的重视程度高达 ,"-以上，而
在中国，**-的父母感到自己的孩子年
龄尚小，无法沟通饮酒问题，更有三分
之一的中国家长对这一类谈话感到束
手无策。
研究表明，父母在对子女正确认识

酒精的作用上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建
立在亲子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对话，是最
独特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如果家长能
够与子女就饮酒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
交流，相信便能够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
酒精和饮酒观念。
时值百威英博第四个“全球理性饮

酒日”，邀请舞蹈家金星作为“首席家庭
对话顾问”在沪启动名为“./，酒———家
庭对话之未成年人饮酒问题”主题活动。
由情商教育专家张怡筠博士指导的家庭
对话《父母指导手册》，一经发布便受到了
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这一国内首本预防未
成年人饮酒的指导手册，有效帮助家长更
具技巧性地与孩子谈论饮酒问题。

本报记者 孙中钦

! ! ! !! 第一步!家长梳理自我想法

家长请先自问#

$我心中对于饮酒及未成年孩子饮酒的真实想法%

$我是否会以实际行动来说明我的立场%

$与孩子进行沟通时!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 第二步!学会开放聆听

对话之前!先仔细聆听他们的想法& 事实上!如果孩子们认为家

长没有认真聆听!就会停止与家长的沟通& 但是多数时候!家长与子

女的沟通只是例行聆听!其实没有沟通& 如果家长打开心扉!就可以

更深入了解孩子对于未成年饮酒的真实想法和态度&

! 第三步!进行创新沟通

家长的沟通方式也应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改变&比如将'你在同学

聚会时喝酒吗% (变成'如果同学聚会时桌上有酒!你会喝吗% (!并转

变主观假设!比如'你不许喝酒!听到吗) (变成'我希望你不要喝酒(

最后以明确的表述结束沟通!将'你知道该怎么做(变成'如果你发现

自己遇到被劝酒的困扰!我希望你能立即告诉我!我不会责骂你& (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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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伤害成儿童第一死因
上海市启动儿童步行安全项目

慈善跑助力希望工程

! 父母要为

孩子撑起一把安全

伞!更需要全社会都

来关注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