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开始了，马路上驾驶
摩托车的未成年人增加了，一
眼就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初中
生或小学高年级学生。他们
大都戴头盔，并遵守交通规
则，但也有少部分人不戴头
盔，超载载人，车速极快，相互
追逐，甚至玩车技，放开双手
驾驶，险象环生。

暑假，本应是学生开心
快乐的假期，但这样驾驶摩
托车很容易发生事故酿成悲
剧。怎样才能减少未成年人
驾驶摩托车上路呢？这不仅
仅是家庭、个别部门需要关
注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
共同重视的问题。

笔者以为，首先要普及交

通安全知识。近年来，我市
相关部门或媒体十分重视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利用图
片、短视频、短信、横幅标语、
电子滚动屏、宣传册子或单
张等形式，广泛宣传交通安
全知识，教育中小学生遵守
交通规则；到学校上交通安
全知识课，现场现身说法，让
交警当学校的安全辅导员，
等等。这些举措都是卓有成
效的，而且还需要坚持继续
做下去。道路交通安全，不
但需要年年讲、月月讲，还得
天天讲、时时讲，做到警钟长
鸣，才能入心入脑，才能减少
马路上的悲剧发生。

其次，要从家庭做起。

哪个中小学生不是父母与家
庭里的宝贝？很多家庭都存
在这样的现象，要月亮给月
亮，要星星摘星星，宝贝要啥
就算家长自己不吃不喝也都
会想办法尽量满足。见邻家
孩子可以玩摩托车，也让自
己的孩子玩。见邻家给孩子
买了小小的车子驾驶着去上
下课，也跟着买了让自己的
孩子驾驶。殊不知，这不是
帮孩子，而是在害孩子，在增
加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一句
话，家长硬下心肠来，从源头
上杜绝孩子违规驾驶摩托
车，就可以给孩子营造一个
安全的成长环境。

再 次 ，要 做 好 家 校 互

通。学校要做到不让学生驾
驶摩托车上下课，与社会各
方面紧密联系，从多方面杜
绝让学生有驾驶摩托车上下
课的机会。家庭与学校要时
时保持信息互通，对学生不
正常的思想行为，第一时间
共同关心教育。

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上
路是要严肃查处的，而执法
部门就算二十四小时全天候
上路查处，也是难以全部制
止的。因为执法人员不可能
遍布每一条路每一个角落，
而未成年人就是玩心重，根
本对安全没有太多的敬畏。
所以，需要家校和社会共同
努力，防患于未然。

家校共织安全网，
不让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

朱尧（化州）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
道，为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和
健康水平，推动学生将医学
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茂南
区金塘镇商会联合广东茂名
健康职业学院临床医学系

“医心为民”突击队，在金塘
镇开展了以“医路护塘助振

兴·红色基因传健康”为主题
的“三下乡”实践活动，这种
在服务中厚植家国情怀，助
力乡村振兴的举措堪赞。

健康是民生之本，这种
融合健康服务与红色文化传
承的模式，通过义诊服务、急
救培训、红色研学等多元形

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基础医疗
服务，对提升村民健康意识，
普及卫生知识和疾病预防理
念，从源头降低健康风险，增
强乡村人口的身体素质，助
力乡村经济发展，有着不可
估量的推动作用。

本次实践活动从健康保
障切入，传递社会关爱，不仅
给临床医学系的学生们提供
了用专业医术守护村民健康、
淬炼医者仁心的实操机会，还
能有效提升村民对乡村振兴
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幸福感，
这样的实践活动多多益善。

实践育新人 健康惠乡村
雁翥（信宜）

“轻轻创业”
图/文 王怀申 杜燕盛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不
算是多大的创业——卖手链、
发绳、T 恤、袜子、手机壳、娃
衣、宠物骨灰盒……做“多巴
胺色系”又防滑的瑜伽袜，为
头发浓密的人提供更大尺寸
的发圈，辞职卖手机壳的把对
世界的感受画在塑料壳的背
面——他们的创业往往从发
现自身的需求开始。他们生
意做得不大，上架两天能卖一
两百单就算“爆了”。这些找
到创业赛道的年轻人正在从
个人玩家变成品牌的“主理
人”，有人一个月卖了10万元，
有人亏了，但好在投入小，不

至于倾家荡产。他们勾勒出
一条轻量化创业路径：依托中
国工厂，将市场上小众的消费
需求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意。

只要有利润，哪怕只有
一 单 的 生 意 ，有 的 工 厂 也
做。中国有能快速响应市场
需求变化的供应链模式。这
意味着，创业者无需承担库
存压力与中间环节，通过与
工厂低成本直接对接，就能
快速实现定制产品落地。这
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业是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需求催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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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了茂名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成绩单，最深的感受是：文
明从来不是悬在半空的漂亮口号，
它就在老旧小区翻新的墙面上、在
打通断头路的车轮下、在“一元饭
堂”升腾的烟火气里。就像我们写
文章一样，老百姓最烦就是“假、大、
空”，而我市在创文的道路上一直坚
持将文明建设踏踏实实落于尘土，
立于百姓的心坎上。

文明之基，首在为民筑起安居
之所。杜甫曾感叹“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茂名则
以行动作答：近七百个老旧小区换
新颜，“微改造”如春风化雨，润泽千
家万户；智慧停车位破解“一位难
求”，十条新路贯通城市血脉。当坑
洼路面被抚平，当楼道灯光重新点
亮，文明的种子便在居民舒展的眉
头间悄然萌发——安居，是文明最
坚实的起点。

文明之力，源于万众之手的托
举。郑板桥题诗“一枝一叶总关
情”，茂名创文正是万千枝叶共同生

长的盛景。30 万学生“小手拉大
手”传递文明薪火，党员干部每周下
沉社区挥汗如雨，“光明路‘体育助
盲’项目”等品牌项目如磁石般凝聚
人心。文明不是靠少数人“独唱”，
而是需要全体市民的“大合唱”——
当众人一起拾柴，文明之火自然可
以燎原。

文明之脉，重在向善之心的代
代相传。少年如春起之苗，关乎文
明的未来。茂名精心“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

得者、各级“新时代好少年”如群星
闪耀，成为少年前行的灯塔；“高凉
曲韵”进校园、“小小讲解员”深情讲
述家乡故事。当孩子们在“好心书
院”捧读经典，在“绿美示范道路”旁
嬉戏，文明便如春风化雨，悄然注入
城市的血脉。

文明之恒，成于制度之水的长
流不息。朱熹有言“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茂名
深知文明建设需制度“活水”长
流：网格化包联帮扶压实责任，考

核监督机制激发干劲，《拓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等文件构建起长效保障。当
机制形成习惯，文明便不再是应
试式“突击”，而成为城市运转的
日常呼吸，是我们写在茂名大地
上的完美答卷。

茂名这份成绩单上，19 位“中
国好人”、89 位“广东好人”绝非冷
冰冰的数字，那是从油城土壤里生
长出的精神标杆；绿美示范道路蜿
蜒伸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文明舒

展的脉络。创文之道，贵在脚踏实
地——当文明成为滨海绿城人早茶
时的谈资、榕树下的笑声、过马路时
的耐心等待，它才真正融入了这座
城市的骨血与呼吸。

文明的高楼，只能建立于民生
福祉的坚实土地之上。茂名以行动
证明：所谓文明，不过是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是让每一个平凡日子都过得更有尊
严、更显温情——那便是人间最美
的烟火风景。

文明从来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接地气的人间烟火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文明城市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