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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伤害发生 才教他们自我保护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 但当看到仿佛影视

剧小说题材的 “N 号房” 事件新闻时， 还

是被震碎了三观。 而不久前， 苏州发生的打

着童星招募的幌子， “隔空” 猥亵女童的案

件也再次让人愤怒。 这些触及底线的恶趣

味、 有违人伦道德的违法行为必须被严惩，

以儆效尤。 但在打击犯罪之外， 或许我们也

该思考如何教会孩子自我保护， 早早树立起

预防的意识。

家里有个正处于爱问 “为什么” 阶段的

小男孩， 在他各种稀奇古怪的疑问中也包括

关于性别的。 说实话， 关于性的教育在我们

的集体文化中向来是忌讳的， 有人本身就没

有接受过正规、 科学的教育， 自然不知道该

怎么告诉孩子， 而有人则担心孩子懂太多会

影响身心健康。 父母都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

受伤害， 可是父母无法永远在孩子身边， 害

怕、 担心、 禁止也起不了保护作用。

其实， 孩子就像一张白纸， 他们对事物

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别人的教育。 当家

长觉得这是丑陋的、 羞涩的， 戴着有色眼

镜， 用说谎、 敷衍等方式对待孩子的好奇，

孩子自然也会对觉得这是 “不好的”。 可实

际上， 他们又有好奇心， 在无法从父母处获

取信息后， 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满足好奇

心。 但那些渠道和方式或许并不能给他们

正确的教育， 反而还会产生负面效果， 甚

至被伤害。 与其这样， 为何不坦荡地和他

们交流呢？ 庆幸的是， 身边大多数年轻家

长对性教育这件事的态度都是开明的。

从与身边妈妈们的交流中发现， 大家

几乎都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制作精美、 内

容有益的儿童性教育图书， 坦然地回答孩

子们提出的 “我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

男生女生不一样” 等等疑问， 也在这个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性别观

念、 建立自我保护的意识。

至于对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恐怕

更应该抓住一切机会， 以开放的态度因势

利导地与他们交流， 将法律、 道德等等层

面的内容一同融入， 教会他们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 更好地爱自己。 我还没到这个人

生阶段， 不敢多加妄言， 只希望当自己家

的小朋友进入青春期时， 还能如现在一样

“好沟通”。

不过，就像有的教育专家所说，对孩子

的性知识教育需要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不

要因为案件发生才想到给孩子上性教育课，

不要只为了孩子的性安全才来上性教育课，

更不要等性侵热点过后，就忘了性教育。

王 湧

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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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前， 我最后一次走进电影院， 看

的应该是动画电影 《变身特工》， 随后疫情

到来， 电影院关门至今。 这样的合家欢动画

片自然吸引很多小孩子前来观影， 我不是小

孩子， 但我从幼时就喜欢看动画片至今。 很

不幸的是， 我一般并不乐意在电影院里看到

小孩子， 尤其是这样的动画电影。

影院里挤得满满当当， 大人们携家带

口， 在电影未开始之前尽力安抚着吵闹的孩

子， 爆米花被放进嘴里， 发出清脆的声响，

薯片也被“哗啦” 一下撕开， 与邻座的人分

享着。 我感到有点冒汗， 因为外面天气其实

有点冷， 我穿得太厚实， 如今看着眼前攒动

的人头， 耳边毕毕剥剥各种喜欢和不喜欢的

声音， 不得不眼见自己陷入“穿了热， 脱了

冷” 的尴尬境地。 我的前后左右不出意外的

是一对对情侣， 我抬起头， 银幕上还在放着

广告， 远处斜前方一个男生低头刷着手机，

旁边女朋友正饶有兴致跟他说着什么。 不见

他抬头。

电影大厅里一片星光闪闪， 大家都在低

头刷着手机。 不论之前被预告片撩动了多少

心弦， 不论此刻离电影开场有多么近， 也不

论身旁就坐着多么在乎的人， 人们似乎总是

敌不过开幕前短短几分钟的百无聊赖， 掏出

手机是对抗这空虚的唯一方式。

《变身特工》 是一如以往的好莱坞动画

片，搞笑、温情、正能量。最开心的当然要属孩

子们， 不过电影的节奏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点

过快了， 因为观影过程中我不断地听到后面

的小男孩问他爸爸：“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

啊？ 他在干什么啊？ 好人最后打败坏人没有

啊？ ”爸爸耐心解释着，不懂情节也不妨碍他

们的观影乐趣， 影院里笑得最大声的依然是

这群孩子们。

电影终于散场， 天已经完全黑了。 因为

时隔久远， 我只依稀记得那是一个下着小雨

湿漉漉的傍晚， 天上没有双道彩虹， 路边也

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值得我驻足， 我只一路

加快脚步赶往电影院。 走在散场回家的路

上， 步履不再匆匆， 经过地铁站时看到很多

上班族挎着包从狭小的出口涌出。 这附近数

个小区与青年公寓像一个个巨大的蜂巢， 里

边有六边形的蜡巢与辛苦采撷来的蜂蜜， 而

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固定的。 我竟能在这时段

里找到时间看电影， 走在了一条不同的路线

上。 就像一颗离调的音符， 被淹没则从此悄

无声息， 被识破则将立即被加以改正。

魏艳阳

羡慕

每年 4 月， 空气中就莫名漂浮着幽怨的

气息。 文艺中年们， 自然而然会想到 17 年

前的 4 月 1 日， 那一天， “哥哥 “纵身一

跃， 永远离开了人间。 于是几乎每年 4 月 1

日前后， 纪念张国荣的相关文章便会雨后春

笋般涌现， 目之所至， 无处不在……哥哥的

影视作品和歌曲也会被各种平台争相播放，

毕竟他们说 “如果我们已经失去， 唯一能做

的就是不要忘记”。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今

年清明， 上海非但没有下一滴雨， 还艳阳高

照， 扫墓踏青的游人也因疫情限流比往年锐

减。 尽管如此， 今年的清明还是比以往任何

一个清明节都教人哀伤。

4 月 4 日 10 点不到， 我就坐在电视机

前， 观看着央视特别节目。 10 点一到， 防

空警报鸣响， 中南海怀仁堂前， 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佩戴白花， 神情凝重面向国旗

肃立， 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默哀 3 分钟。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深切悼念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国旗半垂， 举国同悲。 路上所有车辆停止，

行人止步。 外滩 51 栋建筑降半旗， 所有娱

乐综艺节目停播。 几乎所有微信公众号头像

不约而同变成了黑白色， 甚至还有人把自己

的头像也变成了黑白照， 以示对逝者的缅怀

与悼念。

清明， 举国哀悼， 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

是对逝者的缅怀， 也是对生命的珍视。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务工作者白衣

执甲、 逆行出征，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

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

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

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 踊跃参与。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 一批医务人员、 干

部职工、 社区工作者因公殉职。 他们在危难

前选择英勇， 在困难中选择坚强， 他们每个

人都活出了英雄的样子。

清明， 不仅仅是纪念， 还有自省。 人贵

清明， 是指意识的清澈澄明。 清明之后， 我

们这些普通人还能为战胜这场战役和那些死

于疫情的人们做什么？ “如果我们已经失

去，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不但如此，

我想， 坚持做好防疫工作， 增强个体免疫

力， 从而守护那些英勇坚强的逆行者来之不

易的战果， 也是清明之人最该做的吧。

王睿卿

人贵清明

2020 年 4 月 4 日， 全国哀悼日,我们在

此纪念在这次战 “疫” 中牺牲的英雄。 同样

为人妻为人子为人父， 在疫情来临之际， 在

任务到达的时候， 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犹

豫， 那一句 “我年轻我不怕死我先上” 燃起

了多少人内心的酸楚。 在这一天， 全国和驻

外使领馆降半旗致哀， 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

动。 自 10 时起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 汽车、

火车、 舰船鸣笛， 防控警报鸣响， 只为祭奠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献出生命的战士。

2020 年的春节， 本该是阖家团圆的美

好佳节，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狙击

战， 在中华大地骤然打响。 面对来势汹汹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很多医护、 防疫人

员不计报酬， 无论生死冲锋在抗疫工作第一

线， 成为当下最可爱的 “逆行者”， 吴小艳

就是其中一个。 她令我印象深刻。

已经踏上返乡过年旅程的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病理科医生吴小艳， 得知医院发布医疗

支援的号召后， 第一时间返回武汉， 成为一

名 “逆行者”。 这个才 29 岁的女孩说： “大

家都在战斗， 只有在战场上， 我才能安心过

好年。” 还来不及擦去眼角的泪水， 吴小艳

便投入到繁重的病检工作中。

像吴小艳这样的勇士太多太多， 疫情发

生后，北京年近八旬的老党员、小汤山医院设

计者黄锡趚主动请缨赴鄂支援建设；84 岁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披挂上阵， 冲到最危

险的抗击疫情第一线； 结婚刚一年的湖北省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ICU 年轻护士邓甜甜，

不顾家人的劝阻赶赴武汉金银潭医院；“如有

不幸，捐献我的遗体研究攻克病毒”，武汉“95

后小护士”慷慨承诺；医生父子隔防护玻璃彼

此鼓劲打气，是父子、更是战友……于患者来

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危情时刻，白衣天使成了钢铁战士，这背后是

大爱无疆医者仁心，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筑

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

明媚的阳光终会照亮这片土地， 樱花会

再次地盛开， 早起的人们依旧吃着热干面，

街道上会再次人声鼎沸。 我们会摘下口罩，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见想见的人。

刘家杭

樱花会再次盛开 英雄会平安归来

翟梦丽

爬山记

今年的清明没有下雨， 不知道是不是只

有我这里是这样。 闷在屋子里的短暂假期，

只能趴在窗台边看窗外绿意渐深。 这个春天

是绿色的， 有些单调。

每年清明，是映山红开地最绚烂的时候。

我们总会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爬山踏春赏花。

我们家爬山分为两波。 奶奶会在清晨 4

点就起床， 不一会儿， 她的老友就应约而

来。 四月的天还很凉， 老太太们提着手电筒

拎着布包就一深一浅地出发了。 她们的目的

地是半山腰上的寺庙和古塔。 一路步履不

停， 只为赶早去庙里烧香。 不过七八点钟，

她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时才有空歇下来吃

顿早餐。 据说古塔旁边的小馄饨十分的美

味， 这大概也是她们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外

餐。 吃完早饭， 老太太也没有欣赏山上风景

的闲情雅致， 更不会像年轻人一般爬到山

顶。 她们自有活计， 边下山边掏出自带的塑

料袋儿和小铲子， 看到哪儿有上好的红土就

挖上一铲子， 带回家去做咸鸭蛋。 这还没算

完， 下了山走到河边， 几个老太太还要去找

艾蒿， 清明节后总要做上几十个艾蒿粑粑给

孩子们送过去。 清风吹拂， 河堤一片绿油

油， 老太太们弯着腰仔细寻找， 聊着家常里

短， 这是属于她们的春游。

我出发得要晚些， 早上 7 点和朋友准时

约好在渡口集合。 渡船上满满都是要去爬

山游玩的家长和孩子， 坐一次船只要一块

钱。 在此之前， 我从没有坐过渡船跨过那

条河， 奶奶对我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一定

准备好一块钱在船开到河中央时扔进河里，

让 “河神” 保佑我这个新来的家伙。 渡过

河， 大约还需要走 10 公里才能到达山脚下。

我们急着去爬山 ， 就在路边拦 “打牙机 ”

送我们， 一趟 5 块钱。 然而， 爬山可是我们

想象不到的力气活， 脚下的泥土因为前几

天连绵不断的小雨变的泥泞不堪。 我们只

得捡几根树枝当拐杖， 磕磕绊绊上了山顶，

这才能看到那美得像国画一样的景色。 红

色和黄色被翡翠的河流蜿蜒地分隔开， 山

脚下的大片农田里， 油菜花肆意开放， 明

亮的颜色蕴含着调配不出的温柔和生机 。

山坡上， 大自然洒落下红色的种子连成了

一片， 绚烂的仿佛黄昏的晚霞。 半山腰上，

古塔和寺庙在茂密的树叶中若隐若现。 在

山顶吃完带过来的零食， 我们又手脚并用

下了山， 迎着落日， 唱着歌， 顶着红扑扑

的脸庞， 欢快又疲惫地回家。

这曾经是我们的清明节 ， 人不在了 ，

只希望景色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