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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哪个小朋友知道，这是什
么标志？”“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一
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课在五山小学
交通安全教育研学体验馆精彩上演，
为孩子们送上节日安全大礼包。

携手“童”行，共筑未来。近年来，我
市公安交管部门坚持“一米视角”工作理
念，通过政策护航、空间焕新、服务提质
三维联动，着力构建儿童友好交管生态
圈，让儿童友好与城市美好双向奔赴。

“一米视角”看见孩子需求

“儿童视角独特，他们站在一米左
右的高度看城市，能发现大人注意不
到的细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说，儿童对城市的需求不同于成
年人，容易被忽视，“这需要我们俯下
身去，贴近一米，用心去看。”

市区濠东路王府大厦门前路段是
青少年儿童上放学的聚集地。该路段
长约500米，集中了城中小学、市三中
等学校，附近在校师生6000余人。根
据调查，濠东路早晚高峰仅上放学瞬
时人流可达万余人，成为交警部门特
别关注的早晚高峰堵点之一。高峰期
人车交织、行进缓慢、交通安全隐患及
公共空间狭小等问题也长期困扰周边
居民和单位员工。

“我们每天要走好长一段路，爸妈
都不愿意将车停在学校门前的路上，
堵在那里动都动不了，只有等都放完
学才能将车开出来，希望学校周边多
些停车的点位。”来自城中小学的小陈
同学向交警部门反映。针对学校周边
早晚高峰系列问题，南通公安交管部
门反复实地踏勘，多方听取孩子们的
心声，现场实地会商，推动属地政府、
城建、城管等部门，在学校北侧开辟临
时地块作为停车场，有效缓解了该地
区校园周边上放学期间停车难问题，
打通了拥堵节点。

近年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
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儿童聚集较多
的场所，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积极推
进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状况提升、道路
交通设施完善、校车行驶路线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等工作，今年以来累计更换、
增设交通标志344块，安装隔离护栏
200米，根据学校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变
化特点调整优化信号灯配时84处，有
效提升交通安全水平和道路通行效率。

适儿化研学走心入脑

安全意识是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
重要方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不断深

化交通安全教育，营造交通安全氛围，唤
醒社会对生命的敬畏，在寓教于乐中引
导孩子掌握交通安全知识。

“一听二看三通过，切勿莽撞鬼探头”
“我们都记住了”……5月29日，在城西
小学交通安全研学体验馆内，该校五年
级的小朋友兴奋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想。

适儿化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的重
要一环。为了让儿童交通友好可知可感，
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指导下，在教育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南通公安实行“专项推
进、专款专用、专班运作”，在市区8个教
育集团建成8个交通安全研学体验馆，
全面落实学生群体的精准宣防措施。儿
童友好彩色斑马线、卡通交通标志、儿童
交通安全MR、VR体验区……学生交通
安全教育从原来一个角落、一间教室渐
渐发展成全要素、大区域的“真实”交通
环境，微缩还原真实道路环境，儿童在游
戏中扮演交警、行人、司机，理解通行规
则，使抽象交规转化成身体记忆。

交通安全研学体验馆启用以来，公
安交管部门努力构建交通安全研学网
络，回应儿童群体的交通安全现实需求，
体现城市的人文关怀，提升交通管理公
共服务的可及性。目前，全市范围内已建
成36个交通安全学生体验研学点，受众
学生超过8万人。

“童行”文化浸润成长之路

以文化人，安行天下。“童行”文化是深
入交通管理肌理的友好基因，蕴含交通元
素、法治精神、安全内核，是交通安全在儿
童思想理念、常态行为方面的综合反映。

《新二十四孝之交通安全》《交通安
全木偶剧》《方言说交通》……近年来，我
市公安交管部门以《全市公安机关道路
交通安全精准宣传工作方案》为帆，积极
培育通城本土交通安全文化标签，探索
儿童交通安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
域特色文化融合，创作出一系列优秀交
通安全文化作品。

“交通安全木偶剧既有趣，又能让孩
子们学到交通安全知识，给孩子们带来
了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如师一附小的家
长对交通安全木偶剧连连称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安交管部门将努力做精交通安全
主题文艺创作，做大专兼职结合的交通
安全文化队伍，同时积极打造以“知危
险、会避险”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进校
园活动，通过系列举措让交通安全文化
浸润童心，真正成为伴随儿童成长的守
护力量。

本报通讯员陈勰政 本报记者张亮

交警构建儿童友好交管生态圈——

“一米视角”携手“童”行

晚报讯 昨天，由南通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南通市文化馆承办
的“百姓戏台周周演”第二十二季之

“快乐六一 戏韵童年”少儿京剧专场
在伶工学社小剧场精彩上演。唱才呛
少儿京剧工作室的一众小演员登台献
艺，用独特的唱腔和充满力量的表演，
展现京剧的魅力。

整场演出在经典剧目《穆桂英挂
帅》中拉开帷幕。随后，《上天台》《李
逵探母》《四郎探母巡营》《失街亭》《杜
鹃山》《杨门女将》等十余个经典曲目
轮番上演。在《铡美案》中，小演员吴
曹鑫和任荟升饰演的包拯，刚正不阿，
将包拯断案时的威严与公正演绎得淋
漓尽致；《红灯记》中，小演员曹筱童饰
演的李奶奶更是以沉稳的台风和富有
感染力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和喝彩。
据介绍，参与此次演出的小演员

中年龄最小的虽然只有8岁，但在舞
台上毫不怯场，从巾帼英雄的豪迈，到
亲情故事的动人演绎，他们用扎实的
唱、念、做、打基本功，生动诠释戏曲故
事中的人物情感，充分展现对戏曲艺
术的热爱与传承。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为孩子们提供展
示京剧才艺的平台，让更多孩子接触、
热爱戏曲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伶工学社副主任秦
利娟表示，这次活动也是希望孩子们
能以独特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丰
富节日文化内涵，让他们的儿童节过
得更加有意义。

记者杨镇潇 实习生贾冯翔

晚报讯 “小朋友拿气球换礼物
啦！”昨天，南通轨道交通1号线友谊
桥站安检处传来阵阵欢笑声。7岁的
乐乐举着粉色兔子气球蹦跳着跑到

“欢乐兑”回收站，工作人员接过气球
后，递给他一架大风车。“妈妈说气球
不能带进地铁，但换成礼物我更喜
欢！”乐乐晃着钥匙扣，眼睛笑成了月
牙。这是南通地铁全新推出的“童趣
欢乐兑 气球换奇宝”服务现场，当天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了这场“安全
换礼”的趣味互动。

从今年6月1日起，每逢儿童节，
南通轨道交通1号线友谊桥站、2号
线北大街站、和平桥站及文峰站的安
检处将设立“欢乐兑”气球回收站，其
他车站乘客可至客服中心用气球兑
换小礼物。工作人员介绍：“既解决
了气球禁带问题，也让孩子感受到节
日仪式感。”

“昨天有个小朋友抱着氢气球进
站，差点急哭了。”和平桥站工作人员
杨小琳回忆，经解释兑换服务后，孩子
破涕为笑。地铁严禁携带气球背后藏
着三重安全考量：其一，气球都是充好
气的成品，安检人员无法判断里面是
否有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这对其他
乘客的安全无法保障。其二，气球内
部充有气体，如被挤压或被划破，容易
出现爆响及破碎，可能会引起其他乘
客恐慌。其三，如气球不慎飘入轨行
区，极易造成供电接触网短路，进而影
响行车安全。

“看到孩子举着礼物蹦跳的样
子，就觉得这个服务特别有意义。”一
位带着双胞胎的妈妈在朋友圈晒出
孩子与地铁赠送的小礼物的合影，配
文写道：“安全与童趣，南通地铁都给
足了！”

记者蒋娇娇

晚报讯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
夕，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
江县占里村、小黄村，黎平县黄岗村的
120名侗娃收到南通“欣欣然”志愿者
捐赠的服装、鞋子、糖果和防蚊液等爱
心物资，价值1.4万余元。

崇川区新城桥街道欣欣然亲子俱
乐部至今已走过16年历程。俱乐部
以公益项目为载体，开展亲子阅读、民
族之花、童心向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从2016年开始，欣欣然亲子俱乐
部与贵州大山深处的侗娃们结下不解
之缘，116个南通家庭与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占里村、小

黄村，黎平县黄岗村的侗娃结对，开展
“牵手侗娃”公益助学项目。

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
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
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目前，欣欣然亲子家庭共与占
里村、小黄村、黄岗村的6个娃娃歌队
结对，为他们提供专项活动经费，向村
里的老歌师们学歌，以实际行动，助力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欣欣然亲子俱乐部负责人周玉暄
介绍，欣欣然志愿者还和小黄村侗娃吴
芷萱的妈妈一起，缝制了200个石榴香
包，以文化为线，串起同心圆。记者尤炼

侗娃收到南通志愿者礼物

童趣欢乐兑 气球换奇宝

节假日地铁站变身驿站

快乐六一 戏韵童年

少儿京剧专场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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