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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火灾高发季节。天

干物燥，每年这个时候，消防安

全成了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主

要工作。咱们瑞安也不例外，一

场轰轰烈烈的消防安全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已在全市铺开（详见

本报12月24日第1版、23日第1

版、22 日第 1 版、20 日第 1 版等

相关报道）。

消防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这事马虎不得。一马虎，付出的

代价就是鲜血和生命。继塘下

“11·18”火灾发生后，12 月 20 日

凌晨，安阳街道一出租房发生火

灾，造成 2 人死亡、数人受伤。事

实不可谓不悲惨，教训不可谓不

深刻。在鲜血和生命面前，消防

安全这根弦能不能绷紧或能否

始终绷紧，这是令人怀疑的。从

瑞安这些年发生的火灾来看，出

租房成了火灾事故高发区。这

就是人的意识问题了。缺少消

防安全意识，就是漠视生命，也

是一个人的素质问题。从这次

整治行动来看，瑞安各镇街都把

出租房作为一个重点，这好比打

蛇抓住七寸，方向是对的。

响锣要用重拳，治乱要用重

典。在利益面前，一些出租户已

经变成“老油条”了，为了少花钱

或不花钱，对整改要求要么充耳

不闻，要么嘴上答应改，实际上

根本不付诸行动。好比扫把不

到，灰尘不除。所以，在这次行

动中，一定要把工作做深、做细、

做实，且保证监督到位，甚至不

妨多杀几个回马枪。在此基础

上，再配合一点“硬招”，敲敲山

震震虎。比如近日警方对因拒

不整改出租房消防隐患的房东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这对那些心

存侥幸者是个很好的警示。

集中整治加追究法律责任，

对出租房消防安全一定会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人们期盼

的这种效果不是一时的，而是一

世的。集中整治行动是必需的，

但仅有整治行动是堵不住出租

房消防安全漏洞的。集中整治

行动是治标，我们要通过治标来

为治本赢得时间。只有通过治

本，才能建立长效机制。

瑞安外来务工人员众多，这

注定有巨大的租房市场需求。

房屋出租成了不少瑞安人一项

重要收入来源，而对一些外来务

工人员来说，降低租金等生活成

本，就等于多赚，所以，破旧的房

子或哪怕是违章搭建的棚子都

不愁没有租户。

2009 年，瑞安在拆除大量隐

患简易棚后，拿出部分用地指标，

出台相应优惠政策，支持鼓励村

级集体筹建一批结构规范、设备

齐全、安全到位的外来务工人员

公寓。作为一件新鲜事，省内外

众多媒体对瑞安兴建外来务工人

员公寓予以报道。这既是一项拴

心留人的利民工程，也是瑞安市

政府着力从根本上铲除消防隐患

的创新之举。只是，这么一件美

好的事情一旦遇上了歪嘴和尚

——把经念歪了，加上监管缺位，

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也只得继续租

住在有消防隐患的简易棚里。

所以，治本的根本离不开治

人——治治那些有位不为或胡

乱作为者。

在上望街道蔡宅村文化

礼堂开馆仪式上，10 名学龄

前小朋友身着传统汉服，在

舞台上跟着老师诵读国学经

典（详 见 本 报 12 月 24 日 第

10 版报道）。情景喜人，网友

纷纷点赞。

丰 子 恺 先 生 说 ，人 生 可

以看作三层楼：一层是物质

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

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

食，精神生活是文艺，灵魂生

活 是 信 仰 。 小 朋 友 们 穿 汉

服，诵经典，诵读国学经典，

显然是在享受着精神生活。

终生沉沦在物质层面的

人是粗鄙的，是麻木的，也可

能是痛苦的。钱多的时候一

掷千金，百般炫富，其内心却

是贫穷的；钱少的时候唉声

叹气，四处哭穷，可怜可悲又

可笑。这些表现在无形之中

影 响 了 下 一 代 ，这 便 是“ 家

教”。

近 日 网 上 热 传“ 幼 儿 园

孩子拼爹，嫌家长没车接自

己放学”（详见本报 12 月 22

日第 3 版报道），无论是“拼

爹”还是“被拼爹”，都是“物

质教育”的结果。有车的家

长，特别是拥有豪车的家长，

总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

的大门口，堵着通道停下来，

最好是直接送到教室门口，

看着“宝宝”踩着红地毯走进

教室，全然没有顾及到无车

家长及其孩子的感受，这岂

止是不尊重他人，简直是粗

暴无礼。孔子说，“贫而乐，

富而好礼”，好礼的富人应该

学习西方的一些家长，远离

学校就把车停下来，然后看

着孩子拐个弯走向学校，或

者自己也下车，陪着孩子走

向学校，相对贫穷的家长也

不必羡慕嫉妒恨，理应与自

己的孩子一道，坚守着内心

的精神之乐。

那些穿汉服诵经典的小

朋友，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有

着精神之乐的，陶醉于国学

经 典 的 他 们 ，不 至 于 有“ 拼

爹”或者“被拼爹”的念头，因

为他们分明已经迈上了第二

层楼。

有 人 说 ，穿 汉 服 诵 经 典

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多少实

质 性 的 意 义 。 笔 者 不 以 为

然。子贡说，“文犹质也，质

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

鞟”，文饰与本质一样重要，

形式与内容一样有意义，如

果否定文饰与形式，那就像

兽皮去掉毛色花纹，虎豹的

皮与犬羊的皮也没有什么区

别了。

不过只有文饰与形式是

绝对不合适的，正如孔子所

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

哉”，礼不仅是指玉帛之类的

礼物，外在的礼制所包裹着

的，应该是一颗仁爱之心和

一腔真诚之意。让小朋友们

穿上汉服，诵读经典的同时，

更要引导他们领悟经典的内

涵，践行优良的传统道德，文

质兼备，知行合一。这时候，

小朋友们便从第二层楼到了

第三层楼，体验到灵魂生活

了。

“同学们，快乐是什么？”“有

新玩具就很快乐！”“给妈妈捶背，

我很快乐！”⋯⋯12 月 19 日下午，

由市民政局、团市委、慈善总会主

办的“阳光少年·青少年生命教育

公益项目”活动在红旗实验小学

举行，来自市三棵树心理服务中

心的老师正在给 200 余位学生、

家长上一堂特殊的生命教育课

(详见本报 12 月 20 日第 4 版报

道)。

所谓生命教育，即是直面生

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其目

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生命意义、

发掘生命潜能和提升生命价值。

生命教育既是一切教育的前提，

也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追求。像红

旗实验小学这样在开齐开足各类

常规课程的前提下，适时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活泼的生命教育课，

并让学生、家长、老师都积极参与

其中，无疑需要一定的革新勇气

和教育远见。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应试教

育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

固。为了取得好成绩，不少人逼

着孩子加班加点，大搞题海战术，

全然不顾他们的承受能力和身心

健康问题。殊不知，这种“只要学

不死，就往死里学”的畸形做法已

摧残了多少孩子的青春和前途。

尤其是近些年来，片面追求升学

率之风愈刮愈烈，以致青少年自

杀、伤人等极端事件呈明显上升

趋势——有的因学习压力过大而

跳楼自杀，有的因情感受挫而自

缢身亡，有的则因吸毒成瘾不能

自拔而走上绝路⋯⋯小小年纪视

生命如儿戏，一点挫折和困难就

用“死”来逃避，如此轻率而决绝

地对待生命，实在让人扼腕痛惜。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向人类

传递生命的气息。”泰戈尔的这句

话给了我们些许启示，教育是基

于生命的事业，生命不保，何谈教

育！教育健全，才能培育出健全

的学生。因此，如何用教育之重

去拯救个别孩子的“生命之轻”，

让孩子快乐阳光地成长，已经成

为教育必须直面的“生命之问”。

加强青少年生命教育，已经到了

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其实，在西方很多国家中，小

学阶段就已开设了探索生命意义

的课程，反观国内，虽然生命教育

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但

是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依然处

于艰难窘迫的困境。究其原因，

生命教育意识不强是其主要根

源，不少家长认为，对孩子谈论生

命意义远没有考个好分数、找份

好工作来得重要；再者，师资的缺

乏和课程的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重要因素，只有教师具备生活的

积极意识与能力，才能够通过自

己的教育智慧和行动，传递给学

生。

笔者认为，从生命和教育的

本质来看，生命教育的范畴是丰

富而多元的，其主要包括生命历

程教育、生命安全教育和生命价

值教育。学校作为教育的主导力

量，要及时为学生补上生命教育

这一课。校方要针对不同阶段学

生的生命问题，确定相应的教育

内容，并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进行引导教化；社会、家庭则要共

同担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促

进生命教育深入开展；而广大青

少年也应加强自我心理调适，从

小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彻底

驱散自杀阴霾，为生命成长护航。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不朽的

传奇，每个传奇背后都有一段精

彩的故事。”生命是值得敬畏的，

愿生命教育能更多更快地走进孩

子的课堂。

一 老 汉 在 广 东 打 工 ，露 宿 街 头 ，每 月 却 给 读 研 究 生 的 女 儿 寄

2000 元。

（陶小莫 画）

治标更要治本
■薛建国

生命教育亟需走进课堂
■项建达

穿汉服诵经典
享受精神生活

■金 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