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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国式”应该全社会想办法解决
知名媒体人、时评人毛开云：既然“中国式接送孩子”是

一个社会问题，就应该全社会想办法解决：修学校，增加和
完善教育教学设施，解决孩子就近入学，这是政府的事情。
维护交通秩序、整治社会治安等，这是交通、公安等部门的
事情。设立“学童拥护员”、成立家长教师联合会等，这是学
校的事情。拿出时间表，废除“中国式的生活习惯”，这是家
长的事情。只有全社会行动起来，各方面携起手来，“中国
式接送孩子”才有可能慢慢减少，直到最终彻底杜绝。

“中国式过马路”这个话题刚刚降温

“中国式接送孩子”又热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孩子多大才能单独上学放学？

新华社昨日发文说，从网
民吐槽的“中国式过马路”、“中
国式接孩子”、“中国式马路”
中，我们不难发现，一连串追问
的答案都证明，单双号限行之
外，缓解交通拥堵有关部门和
交通参与者可以做到但尚未做
到的还有很多。

昨日，记者走访我市数家
住宿式中学，初高中门口送孩
子返校的情景门庭若市。

记者 张玉东/文 周甬/图

独有的“中国式接送孩子”
知名媒体人、时评人毛开云说，

“中国式接送孩子”确实属于“中国特
色”，欧美很多国家，几乎没有接孩子
这种情况。尽管不必“言必称欧美”，
因为美欧校车接送的那一套在中国行
不通，但是就连城市形态、交通状况和
人口众多等方面与我国都类似的日
本，也很少有家长接送小孩的，原因何
在?值得反思。

“中国式接送孩子”受到家长“青
睐”，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孩子的
安全问题，还有诸如城市交通复杂，不
按规矩行驶的车辆很多，担心小孩学
坏等。

昨日下午 4 点半，是大多数住宿学校学
生返校的时间，四十七中西门最东侧的车道
上，一直保持着停靠十几辆汽车的车队，有
的靠边停下匆匆离去，有的下车替孩子抱着
被子、卫生纸等生活用品，一路把孩子送到
校内……约 20分钟时间里，走走停停，这个
车队的数量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在这个时间
段，只有七八名孩子独自走进学校，基本上都
是轻装上阵。

昨日下午5点多，七中门口停满了各种送
学生上学的车辆。学校对面的商店老板李先
生说，从下午2点多一直到现在，送学生到校的
车辆络绎不绝。一位先生上车准备离开，记者
迎了上去：“你好，请问你是送孩子上学的吗？”

“对，刚把妞的被子送进去，没挡住你车
吧，我这就走！”这位先生姓齐，住在北环。

他告诉我，虽然离学校不算很远，但天冷
了需要带被子，所以就送女儿到学校。孩子
上高二了，平时都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回家
自己坐公交，返校他负责送。

正说着话，一名背着双肩小包的女生下
了车，父亲抱着被子，她弟弟帮她拉着行李箱
进入学校。

送孩子上学的许先生说，他的孩子上高
三了，每周孩子回家都是他负责接送。“都这
么大了，其实她自己也能回家，主要周末自己
不忙，又担心孩子路上贪玩，亲自将孩子接送
到学校心里踏实些。”

老王今年 49岁，17岁的儿子上高三，他
接送孩子的时间已有14年之久。

幼儿园 3 年，小学 6 年，初中 3 年（偶尔
接，孩子有时会骑自行车），高中住校一周接
送一次。另外，这些年给孩子报了很多补习
班，几乎都是接送。

“为了孩子非常值得，接送孩子就是应该
的，是做父母的义务，孩子学到很多知识，我
们就很欣慰，汗水没有白流，看到孩子成长，
付出就有回报。”老王说。

孩子今年都17岁了，为何还要接送？
老王说，离家太远，孩子在郑东新区上

学，而他家在北郊，路上车多人多不安全，怕

孩子出事。再者，别的家人都接孩子，如果他
们不接，怕对孩子心理上造成影响，担心孩子
感觉父母不疼他。

“现在孩子上高中了，怕孩子处于青春期
早恋影响学习，怕和坏孩子玩到一起学坏，怕
孩子参与一些刺激的活动不安全……反正在
父母眼中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老王说。

张先生家在管城区，也到东区送孩子。
张先生说，接送孩子的车辆在同一个时间点
出行在市区，无疑给交通带来了压力。在校
门口排队的车辆，往往会堵了这个路口。“不
接我们真的不放心，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万
一出个啥事，可是几代人的噩梦。”

孩子：其实早已能独自上下学
记者和小王聊了一会儿。17岁的小王瘦高个，一米

八三的个头。
“有时他们非要接送我，我可不情愿。不是不听他们

的话，我现在这么大了，有能力自己上下学，不想让他们
太劳累、太操心。”小王说，初中自己就能上下学了，只是
家长不让。

“我们学校50%都是接送吧，每到周五下午离校的时
间，学校西门接送学生的车队能排两个路口，每次都堵
车，其实大家都能自己上下学。”小王说。

网友看“中国式接送孩子”
@“等到天蓝去看海YJ”：“中国式接送孩子”何时

休？回想自己小时候都是独自上学下学，那时的孩子也
多是独生子女。不是现在的家长太宠爱孩子，实在是现
在的社会越来越让人缺乏安全感。

@“美联中局”：试想，城市交通本来就拥堵，“中国
式接送孩子”更加剧了交通拥堵；交通一拥堵，安全隐患
必然增多；安全隐患增多，家长更不放心孩子安全，这就
形成了恶性循环。

家长独白：已接送孩子14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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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有稿费

送孩子的汽车挡住校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