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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我和其他小记者一起，走进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基地，参观展区，听取法治讲座，还在互动区进行答题和
比赛，沉浸式接受法治教育，我收获很多。

现实生活中，欺凌者总是有很多理由来逃避责任，即使被发
现了，也可能用“这只是我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来掩盖事实。欺
凌不仅是肉体的伤害，更是心灵的创伤。这种创伤可能会伴随一
个人的一生，影响他的成长和未来。所以，我们应该尊重身边的
每一个伙伴，无论他的成绩如何，无论他来自哪里。我们应该学
会理解和包容，学会关心和帮助。

如果遇到欺凌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首先要保
持冷静，不要激怒施暴者。第二，遇到欺凌时我们要适当反抗，不
能一味忍让。第三，要及时向身边的人求助，如老师、家长、警察
等。另外，我们在学校里要与同学和平相处，这样足以有效地减
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没有哪个家庭能忍受自己的孩子被欺凌，更没有哪个家庭能
承受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走上犯罪的道路。作为青少年，我们
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更不能做令人憎恶的欺凌者，每个人生来
都是不同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存
在。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
做好自己，学会尊重，学会欣赏别
人，总有一天，欺凌将不复存在。

不做旁观者，不做欺凌者
代林泽

本报讯 （通讯员 蔡铭 刘莹）“社区举办暑期儿童
小讲堂，不仅让孩子增长了见识，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这
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希望以后常办。”近日，山阳县城关街道
丰阳花园社区居民周大爷在参加完缤纷暑假小讲堂活动后
高兴地说。

为丰富留守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有效解决假期孩
子无人看护问题，丰阳花园社区近日组织辖区在校大学生
志愿者开展缤纷暑期小讲堂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学知识、长技能，乐享假期生活。早上，孩子们在爷爷或奶
奶的陪伴下来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专心听讲，大学生
志愿者用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孩子们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
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等，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电信诈骗案件
发案特点，介绍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手段和应对方法。除
了知识分享，小讲堂还安排手工制作、互动游戏、个人才艺
展示等环节，在丰富课外常识之余激发孩子们兴趣潜能，培
养动手动脑、思辨创新和团队协作能力。活动结束时，社区
还为孩子们每人发放了一份实用文具、可爱玩具以及 DIY
手工制作等小礼品，不仅是对孩子们参与活动的奖励，更是
对他们健康成长的关爱和祝福。

多彩活动丰富孩子暑假生活
随着新学年即将到来，“开学装

备”带来了一波消费潮。在这个时
期，不少商家会推出各种促销活动，
吸引学生和家长购买新学年所需的
物品，面对动辄“成千上万”的账单，
不少家长直呼吃不消。“开学经济”
升温的背后，反映的是孩子们跟风
攀比花钱的随意，更折射出了教育
失位的深层弊端。

每遇要开学的时候，孩子的学
习用品都要更新。可一些所谓的
开学新装备对提高孩子学习能力
并没有直接关联，家长的纵容反而
助长了孩子们的虚荣心、攀比心。
这种“开学经济”实际上成了一种

“浪费经济”，而最受益的莫过于商
家，最受害的莫过于学生和家长。
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提醒广大学
生和家长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按需购买，量力而行，理性、科
学消费，同时要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警惕电信金融诈骗。

家庭是第一课堂，家长应该教
育孩子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
惯，避免开学消费成为一种浪费。

在配置学习用具的时候，应注重实
用性，让孩子更关注学习用具的好
用，而不要被外在的包装所吸引。
尤其，不要盲目跟风购买过多的物
品，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压力。在
购买电子产品、衣物等时，可以通
过比较不同品牌和店铺的价格和
评价，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商品，了
解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盲
目购买。

当然，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加
强监管和引导，维护市场秩序，保
障消费者权益。加强对商家宣传
行为的监督，打击虚假广告和不合
理定价等不良行为，确保消费者能
够享受到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

社会、学校和家长应共同携手，
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
引导，让学生远离“奢侈豪华”的学
具，大大压缩“开
学经济”的市场
生存空间。如此，
才能让“开学经
济”不断降温，回
归本质。

“开学装备”切莫盲目跟风
张忠德

8月13日至15日，丹凤县公安局联合县教体局举办校园保安培训活动，全县约150名校园保安参加。通过
此次联合培训，进一步增强了校园保安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其业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校园安全保
驾护航。 （本报记者 谢 非 摄）

新新观观
察察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立）“你们有没有养老保险超
发现象？这几笔违规领取的养老金有没有收回？”近日，商
南县纪委监委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小切口”，“室组”联动深入开展问题
排查，兜牢兜实人民群众“养老钱”“保命钱”。

商南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督促县人社局党组充分发
挥统筹主导作用，建立与县公安、民政、卫健、司法等相关部
门的数据共享比对机制，开展 9轮次全险种疑点数据比对、
数据核查，形成保障养老社保基金安全的聚合效应，推动养
老社保领域问题排查深入全面，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同向发
力，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火墙”。县纪委监委坚持严字当
头，“室组”联动逐项摸排养老社保领域问题疑点数据，督促
主责部门移交问题线索 8 件，立案 4 件，追回超发养老保险
金 3.76万元，形成强有力震慑效果。

商南县纪委监委把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
集中整治的落脚点，下大力气深挖案件背后的体制机制漏
洞，督促县人社局聚力常态长效长治，排查廉政风险点 11
个，防控措施 11 条，开展自查自纠，排查问题 18 个，清单式
管理，已整改到位 16 个。针对服刑人员冒领养老金、死亡
人员家属冒领遗属补助等问题，修订完善制度 5项，推动受
理、经办、复核、审批流程更加规范严谨高效，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商南守牢群众养老“钱袋子”

8 月 16 日，商洛日报小记者团走进市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地，通过知识问答、VR 实景
模拟等多个互动环节，了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相关
知识，增强法律意识。

商洛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地是陕西省首批青
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全市首批护苗教育服务基
地，占地 1062平方米，采用现代化数字设备，以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知识为重点，向青少年宣传法律知识，
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法治力
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早上 9 时许，党报小记者在检察干警的带领

下参观了基地各个展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
和被侵害案件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很
多幸福的家庭被犯罪行为摧毁。”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干警介绍，检察履职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全过程，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检察机关承担
着重要职责。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检察机关是干什么的吗？”
在基地的工作展示区，检察干警向小记者普及了刑
事诉讼的基本流程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上启
下的作用。警示教育区的“校园防欺凌”VR、模拟监
狱、“万丈深渊”“吸毒后的你”AI换脸等互动让小记
者体验到未成年人一旦迷途失足会造成的严重后
果。参观途中，小记者通过听取有关预防侵害的 3
个真实案例分析，学会了如何避免和预防侵害的方
式方法。

在“拒绝校园欺凌 共筑美好校园”主题课堂
上，检察干警向小记者重点讲述校园欺凌行为需要
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以及法律法规提及的各项

矫治措施，告诉大家如
何 远 离 和 防 范 校 园 欺
凌。“压岁钱虽然是你的
钱，但因为你是未成年
人，不能乱花钱，所以家
长要替你好好保管这笔
钱。”在学法守法区，检
察干警就民法典中的有
关内容予以讲解。

为了让大家感受沉浸式法治教育的乐趣，在检
察干警的带领下，小记者分为两组，分别深度体验

“法律知识抢答”“击毙陋习”等互动游戏，进一步提
高法治理念。

“今天我们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识，也懂得了如何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几名小记者表示此次活动的
开展很有意义。来自商洛市小学二年级的王姝雅
说：“今天体验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我知道了法律可
以保护我们，触犯法律就要受到惩罚。”

以检察履职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商洛日报小记者团走进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地

本报记者 方 方 通讯员 葛渊博

小记者手记

“像老沈这样
的好男人，百个男
人里也难找到一
个。”近日，在镇安
县铁厂镇姬家河村
村口，得知笔者要

去沈吉富家，一位邻居大姐真诚地夸赞道。
沈吉富是一位普通农民，今年58岁，他30

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从青春年华
到鬓发斑白，生活的艰辛压弯了他的身躯，但
从未摧垮他对妻子的爱和对家的守护。

1990 年 6 月，沈吉富与同村的姑娘杨

玉容结为夫妻，夫妻二人勤俭持家，相亲相
爱，小日子虽然平淡，但有滋有味。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1994 年的一天，妻子在地里干
活时，突然晕倒，浑身发烧，手脚无力，刚开
始还能勉强做点家务，随着病情的加重，连
床都下不了。

面对不幸，沈吉富没有退却，既照顾瘫痪
在床的妻子，又照顾3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帮
妻子洗漱、喂饭，收拾屋子，伺候妻子大小便，
下地干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沈吉富就
这样坚守了30年。为给妻子治病，他四处寻
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为了方便照顾妻子，他

放弃了外出务工。这些年来，由于他的悉心照
料，常年卧床的妻子身上没长过一处褥疮，房
间里没有一点异味。

也有人劝沈吉富“何必活得这么辛苦，该
放下就放下”，但他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为
了治好妻子的病，他常年在家陪护，只能守着
自家的几亩农田。

生活虽然困难，但他始终坚持，用所有的
爱照顾着瘫痪的妻子，把3个孩子养大成人。

如今，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也已有了
自己的事业，沈吉富每天早晨和下午将妻子从
房间的床上抱到大门口的椅子上休息，有时用

轮椅推着妻子到村里转转，看着村里的变化，
呼吸着新鲜空气，说起丈夫的好，杨玉容总是
心怀感激。

30 年过去了，回想起一路走来的点点
滴滴，沈吉富内心十分平静，“做人要有良
心。妻子年轻时为我生儿育女，受了很多
罪，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会用心照顾好妻子
的每一天。”

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就是风雨中默默守护，
沈吉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用执着的毅力谱写了一曲看似平凡、实则情深
似海的文明赞歌。

相濡以沫三十载 照顾病妻不言弃
本报通讯员 王佳姝钰

百 姓百 姓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