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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家之言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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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 � � � 00 后丽水妹子力压男
兵成“狙击枪王”

成才有多种途径

缙云 00 后女兵沈梦可参加部队
狙击手集训，最终战胜所有男兵夺得
第一名，引得人民日报、中国军网、央
广军事等官方媒体争相报道。 沈梦可
初中时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警察或者
军人， 而她现在的梦想是考上军校，
永久留在部队。 （据本报 12 月 9 日 3
版）

作为一个父亲，笔者看完这则新
闻的第一反应是，孩子成才有多种途
径。 家有初一新生，刚入学的第一次
家长会，老师就鼓励家长帮孩子报补
习班 ， 并且已经将孩子分成了快慢
班 ，期中考试进行了排名 ，结合历年
考上丽中的人数，给学生设立目标和
倒计时。 这不能说不对，但对一个尚
未成年的孩子而言，仿佛你的人生只
有那一条独木桥， 过不去就完了，有
种让人难以喘息的感觉。 而沈梦可的
例子告诉我们 ， 只要你有恒心和毅
力 ，付出足够的努力 ，纵使我们的条
件不够优秀 ，前方布满荆棘 ，也一样
能找到通往成功的道路。

4 岁男童 6 楼坠落 落
在绿化带中生还

请看护好孩子

庆元县一名 4 岁男童不慎从 6
楼窗台上坠落，万幸的是落在楼底绿
化带中，被路人送到医院救治，虽然
多处受伤，但暂无生命危险。 当时男
童家中只有一名老人看护，孩子睡醒
爬上窗台玩耍， 老人并未注意到，意
外就发生了。 （据本报 12 月 9 日 4
版）

6 楼坠落竟然还能生还， 真是生
命的奇迹，相信孩子的亲人在庆幸之
余，难免后怕不已。 孩子本人可能除
了身体上的创伤，心理上也会有应激
反应，需要后续干预治疗。 好心的路
人在第一时间将孩子抱到医院救治，
在这个冬天甚是温暖人心，因为类似
的意外事件 ， 救治时间是相当重要
的 。 当然最重要的是从源头进行预
防 ，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新闻 ，孩子
睡着之后 ， 大人离家将孩子锁在家
里，孩子醒后找大人爬窗爬阳台发生
意外。 首先将儿童独自留在家中是非
常错误的行为，其次家里有小孩的高
层住户一定要做好阳台窗户的防护
措施，随便哪个小孩都会有调皮淘气
的时候。

焦虑的家长别猛踩孩子的人生油门

□ 市直 一言

缙云 16 岁中学生因一次考试没考好，挨了父
亲的责骂后离家， 走上了绝命路……看完处州晚
报对于这件事的报道，不由让人发问，孩子为何如
此脆弱，酿成“少年血”的原因又在哪里？ 以余之
见，缘由虽多但主要在于：父母的冲动，以及孩子
面对竞争压力缺乏应对的准备。

不得不说，不少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
难免因焦虑而导致冲动的错误 。 冲动之后又后
悔 ，后悔过后又冲动 ，许多家长就是在这反反复
复中 ，变成了推动孩子疾行的动力 。 于是 ，走着
走着 ，我们突然发现 ，已经忘记了尊重孩子成长
的规律与节奏 ，让孩子真的像个孩子 ，让童年真
的称得上童年 。 走着走着 ，我们突然发现 ，已经
忘记了尊重孩子生命个体的独特性与唯一性 ，
忘记了教育的初衷不是为了满足大人的成就
感，而应帮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走着走
着，我们突然发现，牵着孩子走得太急、太远，忘记
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教育，究竟从哪儿出发，又该
去往何方？

叶圣陶曾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工业
品没有生命， 农作物则相反。 受教育者是有生命
的个体，有其自身的成长规律，在每个阶段都会呈
现不同的特点。 唯有以自由为土壤、 以尊重和爱
为阳光，才能让每一个生命个体健康生长，才能在
潜移默化与润物无声中，让心灵更丰满、人格更完
善、个性更彰显。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有谁见过马拉松运动员

上场就冲刺？ 马拉松拼的不是短程爆发力， 而是
恒心、耐力和体力，绝不会在起跑线上定输赢。

已经有越来越多案例告诉我们， 教育的成功
与否，要用孩子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等多角度来打
量。 然而，放眼周围，一次没考好就责骂甚至动武
的家长并非个别。 一步紧赶着一步， 本该自由无
虑、多姿多彩的花季全被压力山大的学习所取代。
焦虑的家长猛踩孩子的人生油门， 一边心疼孩子
的辛苦，一边却无奈地被裹挟前行。

过度的焦虑与攀比， 带来的一定是伤害———
对于孩子个体的伤害、对于家庭氛围的伤害、对于
健康成才理念的伤害。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
成长、成才、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 期待更多的家
长能让孩子慢下来， 在属于孩子自己的人生道路
上，走出长度，走出宽度，走出多彩的旅程。

让报刊的“知识力”引领乡村振兴

□ 莲都 邹成

近日，订阅报刊杂志成为热门的话题。对于基
层而言，这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一方面是主观
原因的逃避。 电子化产品已基本普及每个人，各
种 APP 引发的信息爆炸，更替速度之快让人引发
“知识恐慌”， 很多人认为手机上的信息都看不过
来， 报刊就更没时间看了。 另一方面是客观原因
的限制。 有些乡镇、行政村地处较偏远，邮递员不
愿意送至村里， 这些村镇订了报刊却见不到 “实
物”，于是引发抵触情绪。

报刊见证了国家发展变化， 至今依然是我们
生活中精神粮食的主要来源， 有一种内在的价值
力量。而如今，各类互联网媒介、APP 泛滥，为博得
眼球、增加阅读量而出现大量“标题党”，导致全民
仅存的注意力也逐渐被占用， 这是一种文化软实
力侵害，也是对个人精神文明世界的侵袭。

报刊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高地， 汇聚各

级党政机关的理论结晶，是宣传方针政策、民生实
事、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其真实性、权威性、
严谨性不言而喻，每篇文章的审核、校对、排版都
一丝不苟，最大程度降低了差错的出现。 之前《处
州晚报》连续几期刊登读报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发
出了掷地有声的动员令， 为快速发展的物欲世界
寻觅一个心灵静谧的归处，展现出一种“慢生活”
的精致。

对于基层的农村来说， 报刊的重要性更为凸
显，党的方针政策、理论指导、市场需求等专业性、
真实性、导向性的内容，春风化雨般滋润农村的土
地，引领着创新者冲破束缚，为农村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带来新鲜血液， 更为基层的农家书屋汇聚
提升精神世界的强大正能量。 而为了让报刊能及
时送到订户手中，笔者建议对于邮递员、送报员也
应提高福利待遇，让他们更加主动地把“知识”送
进千家万户，推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核心观点

过度的焦虑与攀比，带来的一定是伤害———对于孩子个体的伤害、
对于家庭氛围的伤害、对于健康成才理念的伤害。

核心观点

报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高地，汇聚各级党政机关的理论结晶，
是宣传方针政策、民生实事、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更是展现国家
文化软实力、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