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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法律

古城的灯光如梦如幻。
穿汉服的俊男美女成群结队，路

两边是仿古建筑群，倒糖人儿、糖稀、
爆米花等小摊铺依次排在路边。

李世清有一种错觉，仿佛穿越到
了古代的南方小镇。朋友说密密麻
麻的灯，夜里像薰衣草园，随手一拍
都很惊艳。

她们顺着人流前行，后面忽然有
人撞了她一下，等她回过头，却寻不
到人。

她没在意，朋友瞅了一眼，惊呼：
“这里怎么凸出来了？莫不是骨折
了？”朋友这一叫，四下的目光都投了
过来。

李世清有些窘迫，手臂不觉得
疼，脸上倒是有些烧。她拉拉朋友的
衣摆，示意她小声些，然后匆匆往前
走去。

“咚！”她撞上了一个坚硬的胸
膛。她抬起头，只见一个男人挡在她
面前。灯光下，男人显得格外好看。
这一眼，让她羞红了脸。

男人说：“姑娘，刚才是我撞了
你，可现在你又撞了我，这算不算扯
平了？”她刚要说话，朋友抢先说：“怎
么算扯平呢？她都骨折了。”

“真的？我看看，我送你去医院
吧！”李世清躲开男人伸过来的手，小
声说：“没事，不是骨折，这衣袖里是
一把折扇。”

朋友显然不想放过对方，继续说
道：“你刚才撞了人就跑了，这肯定不
行，万一真骨折了，我们找谁去？”

男人没生气，看着朋友，微笑着
说：“我跑了，你们可以找主办方啊。”

朋友一听，有些生气：“你这人，
不仅逃逸，还要把责任推给办花灯
的，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男人彻底笑了：“不是，我只是客
观地给你们出个主意而已。不过，就
算你们找主办方，最后还得是我赔
偿。要不，我请两位姑娘去前面茶馆
喝杯茶消消气？”

朋友笑了，戳戳李世清，小声说：
“狗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微剧点评

李世清若真受伤了，其损失谁来
赔？《民法典》规定，直接侵权人赔
偿。如果这个人找不到或者无力赔
偿，那么就由组织者、经营者、管理者
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

《民法典》规定，经营场所和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一、安保义务
判断安保义务主体是否履行了

安保义务，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把
握：第一，法定标准。如果法律法规
有直接规定，应当以法律法规的规定

内容作为判断依据。
第二，行业标准。在法律法规没

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达到同行
业的通常注意义务。比如物业管理
公司对于物业周边消防安全隐患的
清除，游乐场经营者对于游乐设施、
特殊器材的专业维护，马拉松比赛组
织者对天气状况的预警、救援设备设
施的提前准备等等。

第三，合同标准。如果当事人之
间有合同，就按合同标准。

第四，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如果
没有法律规定，没有行业标准，也没
有合同，那就按照一般善良管理人的
标准确定。

二、安保义务人因为致损行为的
来源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

第一种，是直接责任。在没有第
三人行为介入的情况下，安保义务人
未采取能够预防或消除危险的必要
措施，违反了安保义务，被侵权人因
此受到了损害，义务人承担的是直接
责任。

第二种，是补充责任。就是第三
人介入的情形。比如逛庙会的时候，
被别人撞一下骨折了，这个人就叫第
三人。先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在
无法找到第三人或者第三人没有能
力全部承担赔偿责任时，才由安保义
务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第三人已
经全部承担侵权责任，则安保义务人
不再承担侵权责任。而且，即便安保
义务人承担责任，也并非完全承担，
而是在与其安全保障能力和过错程
度相应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剧场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
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逛古城受伤，找谁赔？

“友问必答”，为您解答问题，无论是法
律，还是健康；无论是科普，还是教育；无论
是饮食，还是政策，只要您有问题，我们就帮
您找答案。

如 果 您 有 相 关 问 题 ，欢 迎 来 电
（2921234）或通过邮箱（lcrb@lcrb.net）告诉
我们，将有专业人士帮您答疑解惑。

“今天早上，儿子差点气死我！”“闹
脾气，不上学，说什么都不听，我这心火
直往上冒，差一点没忍住揍他一顿！”

“早晚得被他气死！”……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也有怒火中

烧的时刻？这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
忍了又忍，把怒火彻底熄灭？还是彻底

爆发，事后又悔不当初？
发脾气是一个代价很高的行为，如

果非发不可，那就得物超所值，产生两
个效果——让自己得到释放，给孩子一
些启示。发火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1. 我发火为了什么？2. 孩子真的错了
吗？3. 此刻什么事比发脾气更重要？
先自我调整情绪，或许就能忍住不吼孩
子，理性地与孩子沟通。

如果不能平复情绪，可以使用三
招：1.离开现场，远离让你怒火攻心的
人和环境；2.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松，
深呼吸四五次，而且越慢越好；3.如果
以上不奏效，那么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吼
一嗓子，或者进卧室摔摔枕头。把坏情
绪发泄出去，才能更理性地解决孩子的
问题。（聊城家庭成长服务师 梁国章）

被孩子气得怒火攻心，是忍还是爆发？

孩子今年 11 岁了，最近开始有自
己的秘密了，经常想跟我们说点啥，紧
接着就自言自语说“算了”，也不那么喜
欢跟我们沟通了。作为家长，如何与孩
子沟通交流？

专家观点

北京市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师、广
中附小班主任教师谢秋霜：青春期一般
在小学4年级左右便开始了，孩子们从
身体到心理都发生着变化。孩子的自
主意识增强、好胜心强、渴望自由，心理
上强烈抗拒父母的耳提面命。但孩子
的阅历和成熟度又局限着他们的成长，
与父母间的沟通也出现了一定危机。

家长们应该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
有效沟通呢？首先，尊重、信任是有效
沟通的基石。尊重孩子，要认识到孩子
叛逆是成长、是走向独立的标志，即使
孩子的想法或行为出现了一些问题，也
要多些理解和宽容。给予孩子一定的
选择权和决策权，做真诚的回应者；面
对孩子的情绪波动或学业成绩波动，家
长要理解、接纳，杜绝简单地否定或粗
暴地压制孩子的做法。

同时，学会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
子产生共情，不带情绪解决问题，让孩
子能在和谐的亲子关系中体会到放松
和安全。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能更好
地了解孩子的问题和观点，有助于澄清
事实，避免误解孩子。家长也可以适时
表达自己的感受，与孩子相处时要多鼓
励、少指责，多引导、少指教，注重亲子
间的情感交流。

此外，多项研究表明：在家里能得
到充分陪伴、支持的青少年，能够有效
避免青春期可能发生的风险。用理解、
积极、鼓励的语气和孩子沟通，会让孩
子感到被关爱，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
值。从而更愿意接纳家长的要求和建
议，和家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更好
地向家长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感受。

青春期是孩子与父母张力最大的
时期，也是孩子生命中最好的成长期。
作为父母，要用正确的方法与孩子沟
通，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当孩子度过青春期后，才能够真正
成长为一个有追求、有担当、有能力的
孩子。

据《北京青年报》

家长如何走入青春期孩子的内心？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副主任医师林家成指出，孩子2岁左右就
可以使用牙线。尽管刷牙会帮助我们清
除牙面上大部分牙菌斑，但牙缝间的牙
邻面难以清理干净。孩子牙缝两侧的牙
齿变黑，出现牙邻面龋、牙龈炎，都需要
用牙线帮助清理。儿童进食后也会塞
牙，尤其是4—5岁时，牙缝隙随着颌骨的
发育逐渐增大，需要牙线帮助清理干净。

有些家长担心用牙线会导致孩子
牙缝变大。“颌骨的发育使牙缝慢慢变
大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牙齿的替换本
来就需要更大的间隙，这样可以防止牙
齿拥挤。”他指出，推荐儿童每天早晚各
一次，一般在饭后使用牙线。

牙线的选择因人而异。如果牙缝
松，选用各种牙线都可以；如果牙缝紧，

就选细的、圆的牙线。推荐低龄儿童使
用牙线棒，操作较方便，孩子大一点之
后，也可以选用轴状牙线。

小朋友不配合用牙线怎么办？林
家成建议，用牙线时要营造平静愉快的
氛围，家长可以亲自示范使用牙线，先
从一颗或几颗牙齿开始，让孩子慢慢接
受。儿童使用牙线棒时，要握住牙线棒
的柄拉锯式进入牙缝，紧贴牙龈、C型
包绕牙面，上下刮动。

林家成提醒，当牙线进入到很紧的
齿缝时，正确做法是前后轻轻拖动，一
点点挪进齿缝。进去后，应该上下摩
擦。牙线应该进入到牙龈线中，清洁包
裹齿根牙龈边缘的细菌，而不仅仅是在
牙缝中摩擦。

据《广州日报》

儿童护牙先用牙线还是先刷牙？

■■ 问教育

■■ 问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