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11 月 14 日 6 时

10 分，上海商学院女生宿

舍发生火灾 ,4 名女生从 6

楼跳下当场身亡。 据调查 ,

事故原因是 602 寝室违规

使用“热得快”导致。 去年

10 月 28 日 18 时 43 分，

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法学院

教师程春明正准备上课

时，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05 级学生付某突然闯进

教室， 使用利器刺伤程老

师，致其重伤，经抢救无效

不幸身亡。 去年 5 月起 ,相

继在新疆的阿克苏、伊犁、

乌鲁木齐市、 昌吉市的学

校中发生 4 起食物中毒事

件 ,231 名师生不同程度地

中毒。 去年 6 月 12 日，安

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

学有两名学生在上课时打

架， 导致其中一人死亡

……

晨报见习记者 李潇潇 郭坤 通讯员 毕辉

在刚刚过去的

2008

年，

一连串的校园安全事件震撼

着人们的神经，一个个年轻生

命的消逝让人不禁扼腕叹息。

诸多安全事件在校园中的频

频发生，让象牙塔拉响安全警

报！ 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应对

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近日，记

者就我市中小学的校园安全

问题做了深入调查。

记者调查

你的学校安全吗?

� �

你认为你所就读的学校

总体治安状况如何？ 你的学校

组织过系统的安全教育吗？ 当

遇到校园安全事件时，你会怎

么做？ 你或你身边的同学经历

过哪些校园安全事件？ 你认为

导致校园安全事件发生的原

因有哪些？ 针对学校安全的问

题， 记者设计了

5

个问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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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小学生作答：

市桃源小学二年级学生

陈某：“我觉得我们学校挺安

全的，老师上课也给我们讲过

校园安全知识，像防火、防电、

地震怎么逃生我们都知道，我

们还开班会讨论过，在家爸爸

妈妈也给我讲过。 ”

市鹤翔小学五年级学生

郑某：“我觉得除了家里安全

就数学校安全了，很多安全知

识老师都给我们讲过，每年都

讲，我早就倒背如流了，我想

如果发生了什么安全事件，我

自己可以应付，不行的话就报

告老师。 ”

市淇滨中学初一学生李

某：“我对学校安全很有信心，

平时老师总会反复强调安全

的重要性，学校也请消防队战

士组织我们搞过火灾和地震

逃生演练，火灾演练时我还亲

自拿灭火器灭过火。 据我所知

我们学校偶尔会发生个别同

学有摩擦 ，打打小架 ，都不严

重，班主任都能够劝解 ，我觉

得这也不算什么校园暴力，谁

都有闹别扭的时候。 ”

市第四中学初二学生王

某：“我是一名住校生，上课期

间吃住都在学校，我们学校食

堂的环境不错，干净、卫生，饭

菜也比较可口，我爸爸也在学

校食堂吃过，也说不错。 寝室

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照看，门钥

匙都在生活老师手里，除了有

点被约束的感觉外，住校安全

我倒不担心， 家里人也来看

过，都比较放心。 ”

鹤壁高中高二学生许某：

“我在学校住校， 很多住校的

同学都有过东西被偷的经历，

学校也查过，发现都是学生做

的。 现在我在寝室从不放钱、

手机等物品，怕被偷。 除了这

一点，在其他安全方面我们学

校做得还挺好的。 ”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被问

及的中小学生绝大部分都认

为所就读的学校安全还是有

保障的，但是对于什么是校园

安全理解得不够全面。

确保校园安全

学校不遗余力

据悉，长期以来我市大多

数学校都对学生进行了安全

教育， 并与区域内的派出所、

交警部门联系，聘请法制副校

长，定期开办法制和交通安全

以及人身安全讲座。 在每年的

安全教育月，许多学校通过图

片展、安全演练和主题班会等

形式对学生加强教育。

鹤壁外国语中学保卫科

科长曹立新告诉记者，学校非

常重视平安校园建设，为了确

保校园安全，学校专门聘请保

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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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轮 流 值 班 护

校，校外人员入校都要提前预

约 ，出入要登记，所以外人很

难进入学校。 除此之外，学校

每天都安排有若干名在职老

师和生活老师全天在校内值

班，确保有突发事件发生时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保护学生生

命安全。

曹立新说 ：“为了确保学

校的饮食安全，学校除了派专

人每天对学校食堂饭菜和卫

生设施做必要的检查外，还和

食堂承包责任人签订了《学校

食堂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保证学生在校期间吃的饭菜

干净、卫生。 学校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向学生普

及安全知识，例如举办法律知

识主题班会、 消防知识讲座、

地震逃生演练等活动，让学生

在这些活动中通过亲身体会，

掌握安全知识在实际生活中

的运用。 ”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市外

国语中学校园的走廊上，楼梯

的拐弯处 ，有许多“上下楼梯

靠右行”“小心碰头”等温馨提

示。

安全教育

家庭、学校和社会合力

不少学校老师指出，安全

教育活动需要家庭、学校和社

会共同完成。

市外国语中学学生处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

家长只顾改善经济状况，往往

忽略对孩子的管教，而学校的

教育毕竟单薄，需要家庭和学

校合力。

淇滨小学的王老师向记

者反映 ，放学时，家长接送的

车辆经常堵在校门口，仅靠老

师们的疏导，无法降低交通拥

堵的窘况。

市桃源小学的张老师无

奈地说 ：“一些家长带着孩子

一起闯红灯，养成了孩子无视

交通规则的坏习惯。 ”

多数教育工作者呼吁，家

长首先要言传身教，担负起教

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的责任。

公安部门有维护社会治安的

职责，打击和遏制“校园暴力”

义不容辞。 因而应积极协同学

校、家长 ，进一步加大对校园

内外治安案件的查处打击力

度， 还孩子们一个无忧无虑、

健康成长的学习环境，还校园

一片净土。

教育局采取完善措施，确

保学校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市

教育局负责校园安全教育工

作的人员告诉记者，我市目前

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636

所，在

校师生

38.6

万余人。

2008

年，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校

园安全工作继续保持重大安

全事故为零的纪录。

我市根据学校实际情况，

制定印发了《鹤壁市学校安全

工作实施细则》、《鹤壁市学校

安全行政责任追究办法》、《鹤

壁 市 平 安 校 园 建 设 工 作 意

见》、《鹤壁市“校园安全年”活

动实施方案》和《鹤壁市平安

校园建设工作考核细则》等文

件

60

份， 进一步完善了学校

安全制度 ， 使工作开展有安

排、有部署；工作落实有考核、

有保障，确保了平安工作扎实

有效地开展。

教育局加强学校周边环

境治理，积极会同公安、工商、

文化、卫生、城建、新闻出版等

六家职能部门，加大对学校周

边环境的治理工作力度。 多次

召开联席会议，先后开展学校

周边饮食卫生安全专项整治，

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等联

合行动。 逐一排查学校及周边

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影响

学生学习、生活及人身安全的

各种不利因素，使学校周边环

境进一步优化。 目前，全市校

园

200

米范围内的录像厅已

全部关闭，并在全市城区学校

统一配置安装了“治安室”灯

箱标志，对犯罪分子起到了极

大的震慑作用，维护了校园及

周边环境的安全稳定。 进一步

完善了学校及周边的社会安

全管理网络。

另外

,

也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校园安全应急预案，强化学

校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工作。

近年来 ， 教育局根据教育实

际 ， 已经先后

3

次修编完善

了 《全市教育系统突发公共

事件 （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

预案》， 切实开展了安全应急

演练教育活动 ， 积极将安全

教育工作重心转移到预警机

制建设和应急避险工作上来。

每年的

5

月和

11

月份在全市

中小学积极开展“安全应急

演练月 ” 活动 ， 确保全市各

级各类学校每学期至少举行

一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的应对演练活动 ， 尤其是深

入开展火灾逃生、 楼道紧急

疏散 、 反恐怖等安全应急演

练， 通过现场灭火、 模拟火

场逃生、 学生自救互救演练

等活动 ， 使广大师生掌握防

火灭火常识， 学会安全自护

技巧 ， 掌握火场逃生技能 ，

切实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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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人士

和心理辅导老师谈看法

小小少年为何会动辄

攻击他人？ 暴力一旦来临

时， 孩子们应如何应对和

化解？带着诸多问题，记者

走访了相关专家和心理辅

导老师。

市某律师事务所张律

师说：“防范‘校园暴力’，

学校必须负起责任。 学校

是‘校园暴力’的发生地，

有条件对‘校园暴力’在第

一时间作出反应。 学校可

以根据需要组织校保卫

队，维护校园治安，保证学

生校园安全。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老师， 也是根治“校园暴

力”的重要环节。“校园暴

力” 的主要实施者是不良

学生， 社会上不良少年对

校内学生施暴前， 往往都

与在校不良学生相互勾

结。 家长要努力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

家庭氛围，加强自身修养，

努力学习科学教育方法，

言传身教， 以自身为榜样

全力感染和熏陶孩子，帮

助他们树立起积极、健康、

向上的人生观， 让孩子远

离不良少年， 远离校园暴

力。

一位长期从事幼教事

业的马老师说：“现在的孩

子大都是独生子女 , 做父

母的心疼孩子是情理之中

的事，孩子被欺负了，做父

母的要区别对待。 对一些

本是孩子间无意发生的争

斗，无须大惊小怪。孩子自

身安全受到威胁时， 要教

孩子学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自我保护， 因为过度的忍

让只能是懦弱的表现。 ”

有些家长听说小孩被

欺负了，被打了，马上教导

要以牙还牙， 这是最要不

得的。受欺负了再报复，本

来已经是一个怪圈， 往往

被欺负过的小孩会去欺负

更弱小的孩子。 所以家长

有责任让孩子明白暴力永

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能让事态变得更糟糕。

■

记者感言

一个和谐温馨、 安定

有序的校园是学生健康成

长的乐园和学习知识的殿

堂。 校园安全关系到同学

们能否健康成长， 能否顺

利完成学业； 关系到老师

能否在一个宁静、 安全的

环境中教书育人， 为国家

培养和造就各种人才；关

系到家庭和社会对学校的

信任， 它是学校发展的支

点和保障。

教育必须以安全为发

展的基础， 有安全才能有

学校的稳定和谐， 才能有

学校的发展和社会的和

谐， 有安全才能有我们每

个同学的健康成长和家庭

幸福。

■

记者感言

■

安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