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事儿显然是很危险的。就如网

友在评论区提醒大家“男孩绑绳从5楼

降下取钥匙绳断坠亡”等类似事件，在

现实中并不少见。

听着很玄乎，看着也惊心，特别是

在嘈杂的同期声里围观者或惊叹或指

责的衬托下。万幸，此次无任何意外，

人猫平安。只是这几位大人，要面对网

络舆论的激烈指责，比如“猫是亲生的，

娃不如猫”。当然，你知道这是玩笑。

虽是隔代教育，但老人对孙子的爱，相

比隔着屏幕的网友，肯定只多不少。

这不是那种主观或无意识虐童，比

如有亲爹亲妈气头上将孩子放在窗边

甚至窗外进行责罚，更别说更过分的暴

力打骂了。“吊孙救猫”若无现场视频，

其实不过是网络征集“硬核养娃”时，各

种被亲爹亲妈“奇虐”而意外茁壮幸存

的网友，“自嘲自黑”贡献的儿时趣闻、

奇葩谈资罢了。

无论是救猫还是取钥匙，相信不少

人都有类似经历。将心比心，老人或许

“心大”，但却不忍苛责。当然，也要再

次明确，绳降是特种作业，少儿不宜。

这次不苛责，但谁也别侥幸。□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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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男孩心脏骤停、过路护士抢救

成功的视频在网络中获无数人点赞。据了

解，事情发生在云南昆明。一男孩在路上突

然倒地，没有呼吸心脏骤停。护士杨昆娥此

时正好路过，立即跪地对其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经过近2分钟的按压后，男孩终于恢复

心跳，随后，男孩被送医，经治疗已无大碍。

然而，有同行质疑杨昆娥的施救方法并不专

业，该话题因此还上了热搜。

其实，几乎每次类似急救过后，或多或少

都会出现同行质疑。很多人认为，救人者精

神可嘉，但方法错了一定要指出来，这有利于

改进和提升。质疑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假

如质疑之声盖过了赞许之声，医务人员在外

救人时，就会更加趋于谨慎，担心一招不慎给

人留下把柄。此外，连医务人员救人都广受

质疑，其他人或许将更加畏首畏尾。

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再强，即使动作规

范得犹如教科书，也未必适应当时的情形，仍

可能经受不起那么多挑剔的眼睛。需要指

出的是，影响医疗操作质量的，除了技能，还

有周围环境、心理素质等因素。质疑同行的

医务人员，不妨找机会参与一次路边急救，亲

身体验路边急救和医院急救的不同。

路边急救情形复杂，拍摄的视频无法反

映全貌，用医院的内部标准去衡量路边急救，

通过视频片断或几句话来判断急救是否专

业，是没有分清场合的做法。耐人寻味的是，

同行质疑的同时社会却不吝点赞，民众有他

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医务人员不应取而代之。

不能把马路当诊室，不能把舆论场当学

术发布厅，不能单纯用专业口吻解读社会现

象，却忽视不当质疑带来的影响。□罗志华

同行质疑护士路边急救是错把马路当诊室

1月6日，一段“老人用绳吊孙子下楼救

猫”的视频引发关注。原来，事发前老人的猫

被困在了四楼阳台，结果老人竟把男童用绳

子吊着悬空去救猫。对此，辖区居委会回应

称，老人与男童系祖孙，两人均平安，已对当

事人进行批评教育。（1月7日观察者网）

“吊孙救猫”，或许在老人看来有十足的

把握，能够保证孩子的安全，但无论如何这都

是危险的操作。由于孩子是未成年人，在法

律上并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即便

是孩子自愿救猫，相关监护人也有违法的嫌

疑，因为孩子不具备险责自负的能力。

同样的，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老人作为

监护人，负有安全保护的责任，这样的责任不

但要求监护人在孩子面临危险时，去及时救

助、帮助并提供庇护，更包括在日常生活中，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可以预见的风险。“吊孙

救猫”显然是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是一种

放任风险、鼓励犯险的行为，属于不正确履行

监护责任的做法。

对于家庭未成年人监护中的类似现象，

往往归为“心大”，止于道德批评。事实上，类

似现象用“心大”来概括，混淆了监护责任与

方式失当的界线，模糊了未成年人安全保护

的底线，以至于因“心大”导致的未成年人伤

害时有发生，如将未成年孩子单独留在家里、

车里，发生孩子坠楼、触电、中暑等伤亡事故。

家庭监护中的未成年人安全保护不完全

是家务事，需要设置清晰的尺度，为未成年人

的监护列出明确的“负面清单”，来规范家庭

监护行为。这也是很多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

的法律规定，例如不得将低龄未成年人单独

留在家中等等。类似的规定，国内一些地方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配套措施也有涉及，但

比较零散。

“吊孙救猫”这种操作，成年人作为职业

服务都有严格的限制与保护，更何况是未成

年人。这种行为具有可以预见的风险，应当

属于监护责任中被禁止的行为。需要强调的

是，不能靠风险产生后果来反省，否则只会是

悔之晚矣，于事无补。

杜绝“心大式监护”，需要通过完善立法，

需要细化监护人的责任设计，用法规的形式

教会监护人如何来照看孩子。建立监护人监

护责任与行为的规范，才能为未成年人的家

庭监护装上法治的“警示灯”。 □木须虫

@编书匠——小时候全家上街，没人带

钥匙，我爸把墙挖了一个洞，把妹妹给塞进漆

黑的屋子去拿钥匙，最后那个洞做成了一个

窗户。有时候，只是大人心大而已。

@柳暗花明在何时——好糊涂的老人，

怜惜一只猫的生命，却怱视了孙子的安全。

@不想长大的猪——虽然我也很喜欢

猫，但这种方法真的不可取。孩子的生命安

全是第一位的，万幸的是没有发生意外。

@7193702656622——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让孩子适当冒冒险也不是啥坏事。

现在的男孩缺少阳刚之气。

网友网友评说

相关相关评论

不苛责,
但也别心存侥幸

舍不得孩子救不了猫？“心大式监护”不可取

站在21世纪新十年开启的关键节点上，我们不妨用一种“新河北人”的

自觉与志向，去面向发展，回应挑战。

以“新河北人”志气迎向
历史发展机遇

燕都融媒体评论员 刘采萍

河北进入两会时间。昨天，许勤省长在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处处体现以更开放的

视野看待河北发展良机，这令河北人对未来

倍添憧憬与期待，更有干劲，信心更足。

对河北发展至关重要的外部环境和内在

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站在21世纪新十

年开启的关键节点上，我们不妨用一种“新河

北人”的自觉与志向，去面向发展，回应挑战。

毋庸置疑，燕赵大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在这个时代迎来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首先是环境新。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

拓展，京张高铁等建设成就令区域交通一体

化格局不断完善，雄安新区蓝图已展开，冬奥

会、冬残奥会更会助力河北登上世界舞台闪

耀表现……这一切新变化、新要素，不可能不

刺激河北人，大家都在暗暗较劲儿：“大河北，

到了奋进的时刻了！”

其次是观念新。这几年，河北人经历的

种种观念冲击，从纵向到横向，大概都算很猛

烈了。大到宏观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小到新

环保理念影响出行，我们河北人需要适应的

变化太多太多。而这些变化也无一例外地，

将一种新思维注入头脑中，影响着我们的判

断，改变了我们的行为。

不得不承认，一些人的观念中，是有一个

“旧的大河北”的。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他

地他人的看法之中，就连我们河北人自己，也

很难说对那种结构偏重、步伐偏沉的姿态全

无体会。加之，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在

转型升级的阵痛期、爬坡过坎的关键期，河北

在面临选择时有太多多重目标和多重任务交

叠的困境。这些困难有时也给个人的小生活

小目标，带去阻碍或者压抑；河北人多么渴望

能够突破束缚，创新路径，强化优势，补齐短

板，书写出自己的辉煌。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开放拥抱机

会，用创新引领发展”成为鲜明的主题之一。

如果说创造“雄安质量”，推进京津冀教育、医

疗、康养、文化等领域合作，这些还都是适应

新形势的方法路径之变，那么，当河北与京津

以及更广阔世界完全对接，我们就更需要在

诸多观念上作除旧布新的“自我革命”。也唯

有此，才算真正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写在了这片古老伟大的土

地上，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河北人，烙印上

了新的时代风采。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是激流勇进还是

怅送潮归？重大历史机遇正在加速转化为发

展的强大势能，河北发展前景充满希望、无限

光明；坐上“新河北号”的我们，只有适应更快

速度，才能看到更新奇风景，冲向更美好未

来。让我们相约奋斗的征程上，不负韶华只

争朝夕。

观点江

两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