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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重在“善育优教”
■高振千 熊孩子屡伤大银幕

RUI BAO

画里有话

政务服务App让居民办事少跑腿，线上办公App在防疫期间大展身手，购物外卖App成为
网民“必需品”⋯⋯随着互联网科技发展，各类规范的 App 让市民工作生活日益便利。然而，一
些不良 App 正通过化妆术、利诱术、隐身术等多种套路在各环节设卡，打造“时间围猎场”，大肆

“收割”用户时间，从而实现牟利目的。为此，专家建议建立不良App的负面清单，通过加强监管
等有效方式，构建清朗的网络环境。 （蒋燕南 画）

民生问题，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

关注的重点，也是新闻媒体报道的重

点。近年来，我市新闻媒体在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围绕中心工作，心怀百

姓，情系民生，关注民情民意，努力采

用老百姓看得懂、易接受的报道方式，

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舆论监督报道，如

推出《市民监督团在行动》等栏目，报

道与之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从而拉

近了党媒与受众的距离，提高了党媒

的社会公信力。

市民监督主体来自于普通市民，

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地域、不代表任何

部门，不拿任何人的工资，这种草根

性、广泛性使它的观点天然地具备了

公正性和客观性，更容易凝聚社会共

识。新闻媒体在个别舆论监督上难免隔

靴搔痒，无法真正抓出“血”来，而市民积

极参与的有效监督对决策层和群众中间

的执行层产生了一定压力，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体制内部监督的不彻底性，以公

开促进公平、公正，使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更好得到贯彻落实。将市民监督与媒体

监督的有机融合，促进了众多问题的解

决，促进了政府转型改革，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促进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深入开

展；增强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民意代表性，

密切了政府与市民的关系，提升了媒体

的公信力和号召力。

“市民深度参与媒体舆论监督”这

种全新的互动方式吸引了广大媒体受

众，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有序参与

民主监督的示范效应。舆论监督有了

普通市民的身影，破难攻坚得到了更

广泛的群众理解与支持。媒体传播的

迅捷直观和民间观察的真实靠谱，制

造了我市民主监督的“好声音”。那怎

么将市民监督与媒体监督有机融合的

特色和亮点更好发挥出来呢？需做到

“三个结合”和“十六字方针”。“三个结

合”即领导点题和市民选题的有机结

合，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有机结合，

政情和民意的有机结合。“十六字方

针”即拓宽监督范围，加大监督力度；

创新监督手段，强化监督成效；搭建互

动平台，共享监督成果；强化队伍管

理，规范活动管理；完善运作机制，提

升品牌价值。

群众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

量，请广大群众监督和“挑刺”，把各项

工作的评判权交给广大群众，这正是

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市民监督与媒

体监督的有机融合，举全民之力，为百

姓发声，助推破难攻坚，助推改革发

展，做市委市政府的好帮手、群众监督

的“金嗓子”，当好文明的督导员、工作

推进的宣传员、政策法规的解读员、政

情民意的联络员、工作绩效的考评员；

荡涤浊流，漾起清波，树立一个加强舆

论监督、推进转型升级的好样本。

市民监督与媒体监督有机融合
■孙钰珉

这几年，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熊孩子踢打影院大银幕致使损坏，家长要赔偿”的事情。最近，
淮安又曝出一名3岁小女孩看电影时脱离家长看护，多次往返拍打大银幕，使大银幕出现皱褶而
影响电影放映效果，散场后影院与女孩家长因赔偿问题而产生纠纷。

（陶小莫 画）

大肆收割用户时间

日前，我市启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着力实施“儿童权益、儿童场景、儿

童文化、儿童产业、儿童政策”五大工

程，计划今年完成顶层设计、启动试点

建设，明年建成儿童友好型乡镇（街道）

试点 4 个、儿童友好型社区试点 6 个等，

后年创成全国儿童友好示范城市。创

建儿童友好型城市，是顺应群众“幼有

善育、学有优教”美好期盼的重要举措，

将丰富城市内涵、塑造城市形象、提升

城市竞争力。

什么是儿童友好城市？1996年，联

合国儿基会和人居署共同发起儿童友

好城市倡议，指出少年儿童的福祉是衡

量人居环境健康与否、民主社会文明程

度和政府良好治理水平的终极目标；指

致力于实现《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

童权利（无歧视；在涉及儿童事宜中以

儿童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确保儿童生命

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尊重儿童意见）的

城市、城镇、社区或任何地方政府体

系。在这些城市或社区，儿童的心声、

需求、优先事项和权利是当地公共政

策、程序、决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毋庸讳言，当下儿童生命权、生存

权和发展权有时还不尽人意，尤其在婴

幼儿培育、中小学教育方面，离儿童友

好城市目标相距较远。为不输在起跑

线上，婴幼儿提前超前学习比比皆是，

早教机构应运而生、幼儿兴趣班层出不

穷、幼儿教育“小学化”屡禁不止等。曾

有专家指出，要彻底厘清学龄前儿童的

定义，学龄前儿童是不需要正儿八经学

习的。对婴幼儿提前超前学习，美其名

曰开发智力，实际上也过早地结束“陪

伴”和“游戏”，“幼有善育”自然也难以

真正落地。

而中小学教育也现状堪忧。对中

小学生过高的期望，学业上的过度竞

争，课业负担的过分沉重，赤裸裸的考

试、分数和升学持久刺激，都让中小学

生处于“非友好”的环境，使得中小学生

疲于奔命，完全失去了悠然的闲暇时

空，满满的焦虑取代了玩耍和思考的乐

趣，也导致童年的过早结束和消逝。离

开质朴的童年文化，令人生幸福变得不

完整。一切围绕以考个好学校为终极

目的的急功近利教育，根本不顾学生的

兴趣特点、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不断

被异化的教育教学，自然叫“学有优教”

成为一句空话，让教育回归本真显得任

重而道远。

儿童是城市未来的主人，是城市未

来的希望。如果一个地方，连儿童的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都做不到做不

好，又何谈“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众

所周知，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重头戏”是

被动地在接受各种各样教育，倘若这些

教育不顺应自然、不遵循人性、不尊重

规律，那儿童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肯定大打折扣，儿童友好型城市打造及

其儿童友好的品牌力、城市未来的竞争

力，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