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风家训馆
都市中的精神守望地

洛龙区皂角树村家风家训馆近日成
立并对外开放。

将村民优秀的家风家训集于一室，
对优秀民风和乡村发展史集中展示、集
中保存、集中传承，龙康社区的做法值得
赞赏、借鉴。

有人说：人不能走得太快，要时时
停下来等等灵魂。在城市化进程中，
人们居住的环境日新月异，对城市来
说如何留住风貌，对村庄来说如何留
住乡愁，对家庭来说如何留住家风，是
社会问题。

一个家庭，需要一本家谱记录家族
血脉的流淌；一个村庄，需要一个藏馆传
承民风的精华。家风家训馆，来得正是
时候，在繁华都市，积淀优秀民风，留住
永远乡愁。

何谓乡愁？乡愁是对家乡永远的
热爱。当一个个优秀家训织就一个村
庄的民风，人们会不约而同依规行事，
在乡规民约这种整体精神的指导下，一

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
中，人们邻里相助，精神守望。曾经一个
家庭走出一个大学生，是全村人的喜
悦；一个家庭走出个名人，是全村人的
骄傲，家风家训馆，是这些喜悦和骄傲
的最好载体。

家风家训馆是都市中的精神守望地，
让精神家园有个落脚地方，让漂泊心灵有
个憩息场所，让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永远
忘不了根——那片生养我们的土地。

走累了，回到家乡，走进城市博物
馆、家风家训馆，是回忆，是寻找，更是为
自己加油。带着家乡的悠远记忆上路，
心灵不孤单；带着家庭的美好家风上路，
心灵不疲惫。

我们看到，皂角树村家风家训馆既
为优良家风家训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
也为新的好家风家训预留了位置，在繁
华都市，让历史与现实有机衔接，让优秀
民风传承发展，让居民精神吐故纳新，让
人们对它寄予更多的希望。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一个家庭，需要一本家谱记录家族血脉的流淌；一个村庄，需
要一个藏馆传承民风的精华。家风家训馆在繁华都市，积淀优秀
民风，留住永远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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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居者筑一道“防火墙”

13日下午，60岁的独居男子段先生突
发脑出血，晕倒在家中，幸被同事发觉异
常，报警求助。由于送医及时，段先生已
恢复清醒，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而今，像段先生这样的独居者不在
少数。对于独居者特别是独居老人来
说，万一突发疾病或者摔倒在地，手边又
没有电话，那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一句话，独居，给人的生活埋下了不容忽
视的隐患，以至于有老人在寂寞中默默
离世的事时有发生。

从这个方面说，段先生是幸运的，除了
得益于他有一个良好的出行习惯，还在于有
一位“爱管闲事”的好同事，如果不是这位同
事发觉他没按时到岗，接着到家寻找，打
电话报警，段先生的病情很可能被延误。

对于段先生而言，这位好同事是他
生命安全的“防火墙”，但是，像段先生这
样的独居者需要更多高效的“防火墙”。

首先，亲情的“防火墙”。平心而论，
独居者有各种各样的独居原因，相比而
言，因子女在外打拼等被迫独居者较
多。由于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子女平时
忙于生计，很难有充裕的时间来照顾双
亲，无奈之下只能让老人独自生活。可
不能常回家看看，不代表不能常打电话

聊聊，隔三差五，甚至每天打个电话，和
父母聊几句，应该不难做到，这样就可以
对独居者的情况有个大概了解，能有效
避免意外的发生。

其次，社区的“防火墙”。关爱独居
者，亲人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对于应付
独居老人的突发情况，社区更有优势。
毕竟远水不解近渴，因此，充分发挥社区
的功能，也是一种“防火墙”。为了照顾
独居者，有的社区实行“一对一”“一对多”

“多对一”的结对子形式，并组织志愿者
主动上门关心、慰问独居老人，帮助独居
老人购买生活用品，既提供了接力式的
亲情服务，又防止独居老人出现意外。

每个人都在老去，当健康从独居者的
生命中一点点流失，应当有来自子女和社
区的温情，照亮那一个个孤独的身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每个人都在老去，当健康从独居者的生命中一点点流失，应
当有来自子女和社区的温情，照亮那一个个孤独的身影。

孩子不懂事，大人莫大意

□卧龙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夏天到河
里游泳，冬天在河面上滑冰，任老师
磨破嘴，家长操碎心，仍有调皮孩子
屡禁不止。

解决 这 个 难 题 ，除 了 加 强 教
育和水域管理，还可以从娱乐项
目上加以引导。水上乐园有效地
解决了夏季游泳嬉水的问题，近
些年兴起的滑雪场，有专业场地、
设备和工作人员，也为孩子们的
童趣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能否在水上乐园搞
个滑雪场，在冬天改变其露天泳池
的用途，在泳池中少放一些水，四
周增添一些制冷设备，让冰冻结实
了，也就消除了溺水的危险；还可
以在滑雪场里砌个浅水池，安装好
防护栏，孩子玩儿得尽兴，商家生
意兴隆，何乐而不为？

作为 家 长 ，夏 天 与 孩 子 一 起
办张游泳卡游泳；冬天挤出时间
陪孩子去趟天然滑雪场，既满足
孩子渴望滑冰的心愿，也是很好
的亲子活动。

受最近连续低温天气影响，市区不少水面结冰，有不
少孩子结伴到冰面上追逐打闹，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在积
翠南街旁的人工湖冰面上玩耍，看得人心惊肉跳。

□徐善景

城市人工湖湖面结冰，小孩子
好奇心强到冰面上玩能理解，竟然
有家长面对记者提醒，还认为“冰冻
得很厚，应该没事儿”。

有事儿没事儿，可不是家长说
了算。近年来，受气象条件影响，
我市的冬天不太冷，水面难结冰。
遇上天寒地冻，水面结冰，孩子惊
喜，大人惊奇。不过无论如何，家
长有监护责任，不能忽视孩子安

全，不能忘了意外往往是在侥幸中
发生的。

去年冬天那场大雪后，汝河滩
河面结冰，一个朋友带孩子去河边
玩，鼓励孩子到冰面上滑冰，结果，
刚滑出不远，冰面破裂，孩子落水，
虽然水不深，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但
孩子受到惊吓，加上衣服湿透，感冒
发烧了半个多月。

为了安全起见，除了管理部门采
取警示、碎冰、巡视等措施，重要的是
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安全操心。

危险面前，宁做“胆小鬼”

□杨枥

小孩对冰雪有着天然喜爱，尤
其是城市的孩子，一年到头也难得
见一两次下雪天，更别说在湖面溜
冰了。人人都知道这样很危险，可
有的家长以为，自己目不转睛、寸步
不离地看着孩子，孩子就没事。

我身边有个让人心痛的例子。
表弟带着一对儿女和朋友一块儿去
钓鱼，就在抽半支烟的工夫，俩孩
子溺亡。表弟逢人就哭诉：“相信
我，我就一扭头的工夫啊。”事发
前，平日爱孙心切的奶奶没有阻
拦，因为她觉得俩大人看俩孩子，

绝对没问题；做母亲的想，去的是河
边又不是水库，能有什么危险？然
而，无论一家人之前怎样“没想到”，
之后怎样痛惜，两条鲜活的小生命
永远消失了。

古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就洛阳天气而言，冬天全天超
过零度以下的天气不算多。虽然无
法得出在怎样的气温条件下，湖面
上的冰会有多厚、能否供人踩踏行
走的数据，但不是有句话叫“不怕一
万，就怕万一”吗？

在任何潜在的危险前，我们要
宁可做个“胆小鬼”，因为人生只有
一次，不可以随时回放。

多方引导，满足孩子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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