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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据报道，5月 29 日下午14 时左右，湖
北省江陵县实验中学 5名七年级学生到长
江水域铁牛矶段游泳，误入深水区被急流
冲走，相关部门沿江面及江岸开展搜救。
目前，这 5名学生仍下落不明。

这 5 名被急流冲走的学生令人揪心，
惟愿奇迹发生，他们都能平安。这一事件，
也再次提醒人们关注青少年溺水事故。

4 月 3 日，山东聊城阳谷县两名男孩
溺水而亡；4 月 20日，安徽省六安市霍邱
县 3名儿童落水身亡；5 月 22日，河北廊坊
固安县两名男孩到涿州市境内白沟河东
岸游玩，溺水身亡……据统计，溺水是造
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

近年来，为防范溺水事故，有关部门
年年发通知，比如教育部去年印发《关于
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抓住学
生上学、放学和周末、节假日等关键时间
节点，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加强家校沟
通，督促家长加强对学生离校期间的监
管，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可是，为何各地仍
频见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须知，防范青少年溺水，不能光靠通
知，得引入法治思维。新修正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去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明
确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
方面的保障”。其中第十八条规定明确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避免未成年人
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显然，孩子
溺亡，家长有责，家长须担责。家长是家庭
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
第一责任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父
母不在身边，他们一旦缺乏有效有力监
督，往往会出现恶性事件。父母在外打工，

无法守护孩子，这是实情，但该尽的法律
责任不能虚置。当地政府部门不能袖手旁
观，未成年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青少年性喜玩水，在好奇心驱使下甚
至跑到危险水域，令人担忧。对此，如何破
解？教育部要求，各地要紧盯重点危险水
域，提请当地党委和政府及时对辖区内易
发溺水事故的重点危险水域进行排查整
治，要紧盯重点学生群体，高度关注农村
中小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学
生等重点群体。这一要求很有针对性。对
危险水域要设置红线，防止未成年人轻易
涉足。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学校成立学生防
溺水“联防小组”，建立相互提醒机制，对
同学私自下水和到危险水域玩耍行为，及

时制止并向家长、老师报告。揆诸媒体报
道，很少见到一些学校成立防溺水“联防
小组”。抑或即便成立了，也是形同虚设。
防溺水“联防小组”要成立，还要发挥作
用，不能成为摆设。

防范青少年溺水，既要堵，也要疏。既
然青少年对玩水有天生的喜好，能否因地
制宜设立游泳池？特别是一些条件较差的
农村，更应该设置公益性的泳池，免费向
青少年开放。建造简易而实用的游泳池，
成本不高，但能极大满足青少年的游泳需
要，何乐而不为？

防范青少年溺水，其实并无捷径可
走。葆有法治思维，以问题为导向，一点一
滴解决问题，尽全力消除隐患，将溺水事
件降到最低，这是对生命负责，也是对青
少年的未来负责。

防范青少年溺水，需全社会筑好防线
王石川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对于大部
分的孩子来说，这一天意味着父母
的陪伴以及精心挑选的礼物，甚至
是更大的惊喜。而对于另外一群孩
子来说，节日是真的，但至于快乐，
则多少显得有些奢侈。

他们是留守儿童或者回流儿
童。不是什么岁末年终，对于他们的
父母来说，为了儿童节而特意回乡
陪伴是不“理性”和现实的。缺少了
父母的陪伴，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
生活和天伦之乐，这样的童年是缺
憾的，就算有“远道而来”的礼物，也
无法填满那缺失的一角。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在舆论
场和日常的公共讨论中，更多的注
意力资源被分配给了城市里的孩
子。我们热议低龄正畸、打针助长、

“鸡娃”焦虑、课外班“内卷”，但较少
关注到另一群同龄的孩子。他们大
多经历亲子分离，或正面临校园霸
凌之痛，或正遭受一些情绪的困扰，
机会的匮乏和周边人辍学打工的路
径依赖，让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过早
限定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

这还是义务教育作为制度探照
灯所能照亮的部分，而在其探照不
到的地方，早期教育不受重视、儿童
托育服务严重不足、营养和健康状
况不理想等情况不同程度存在。“儿
童权利”这类“大词”背后，正是这些
具体的事项和现实的问题。我们要
谨防在围绕“大词”的讨论中，让这
些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被遮蔽。也唯
有建立在这些具体问题之上的关于

“儿童权利”的讨论，才更有力量。
已经有太多的研究表明，这些

留守儿童或者回流儿童在人生初始
社会化阶段所经历的这一切，对于
他们的未来生活和我们的社会来说
意味着什么。而不论基于何种口径，
这个规模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终
将进入社会，与你我产生千丝万缕
的联系。而对于一个走向老龄少子
化的社会来说，因教育资源等的失
衡而导致的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积累
的折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说是

“不可承受之重”或也不为过。它关
乎国家的发展，更关系社会的公平。

也因此，在儿童节这一天，请让
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和关注投向这
类儿童群体。在这个属于他们自己
的节日里，当一回真正的主角。在一
个本不该做群体区分的节日里，却
要反其道而行之，做“厚此薄彼”的
强调，谁能说这不是城乡发展失衡
的缩影和结果呢？

我们常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
花朵，民族的未来。我们同样该视作

“理所当然”的是：关注留守儿童及
教育，也是关注未来的根基。随着时
间进度条的推进，留给我们的机会
窗口并不会一直敞开。如果细算起
来，那些穿梭在街头巷道里的外卖
小哥、出现在建筑工地的工人以及
直播间里的运营人员等，多数已经
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
了。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又有多
少在复制上一辈的教育环境和养育模式中成长呢？

我们该更加积极地应对留守儿童和回流儿童的问题。以
眼下这一轮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契机，提
高农村和县城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教育资源供给，扩大就
业蓄水池，为进城务工人员回乡就业、结束亲子分离创造条
件。对于一些以人口流入为主的城市来说，也当破除相关体
制机制阻碍，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和其他福利。而在
更宏阔的层面来说，不断缩减城乡发展差距和地区不平衡，
让所有人———当然包括所有儿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当
成为不懈努力的方向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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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稳定、人心
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

坚持分级分区分类差异化疫情防控，
只要条件允许、方法得当，就要确保农民
能下田、农资能下摆、农机能上路、外出农
民能返乡务农

端午时节，广袤田野里，农机纵横驰
骋，农民辛勤耕耘，田间地头一派大忙景
象。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我国粮食连
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多年站稳 1.3 万亿斤
台阶，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复杂多
变的国内外形势、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
了有力支撑。今年的春耕生产虽然受到一
些不利因素影响，但各地应农时赶进度，
春管、春播有序开展，春季农业生产进展
顺利。目前，冬小麦一、二类苗比例 87.9%，
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今年春播粮食面积
约 9.4 亿亩，比上年略有增加，各类作物播

种进度均略快于上年。当此之时，需要再
接再厉抓好“三夏”生产，抓实抓细夏收夏
种夏管各项工作，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创
造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好初级产
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
碗主要装中国粮。”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粮食安全，关系国家经济的大账本、国家
安全的大战略。经过艰苦努力，我国以占
世界 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
界近 1/5的人口，从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
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
养活中国”的问题。成绩令人欣喜，但在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
麻痹大意。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
的多重挑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
至关重要。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
加，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
确定风险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安
全的全局性重要意义更加凸显。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吃饭问题，要把粮食安全主动权牢牢抓在
自己手中。“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要靠自力
更生，自己养活自己！”“要未雨绸缪，始终
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我国之所以
能够实现社会稳定、人心安定，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牢牢把住粮
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要
确保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
能出问题。特别是在当下，防疫抗疫与农
业生产都是大事，如何既做好防疫又不误
农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做好精细治理。
应该看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要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坚持分级
分区分类差异化疫情防控，只要条件允
许、方法得当，就要确保农民能下田、农资
能下摆、农机能上路、外出农民能返乡务
农。在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饭碗一
起端、责任一起扛，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树立大食物观，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系统筹谋、协同发力，才
能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成
色更足。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
能力。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
实处，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加快推进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一块块耕地迸发的潜力中，在一粒粒种
子创造的奇迹中，我们一定能把国家粮食
安全防线筑得更牢，把大国粮仓的根基夯
得更实。

把大国粮仓的根基夯得更实
朱 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