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滔说，从他们
的工作经验来看，容
易走失的孩子大部
分年龄都比较小，10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较
多。他提醒家长，在
日常生活中，应多给
孩子们强调安全防
范知识和信息。

比如，要让孩子
们熟记家长的姓名、
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等，有条件的话，也
可以给孩子佩戴带
有定位功能的手表。

还应多向孩子
强调，如果走失了，
要冷静处理，不要哭
闹或者在街道上乱
跑，以免遇到交通事
故或者被不明身份
的人看到，对人身安
全造成影响。

如不慎遇到孩
子走失，家长应立即
报警，向警方寻求帮
助。“时效性非常关
键，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寻求警方
帮助，可以更快速有
效 地 开 展 寻 人 工
作。”

另外，殷滔还特
别提醒，家长平时在
和孩子交流沟通时，
不要以“再哭闹让警
察叔叔带走你”的方
法吓唬小朋友。“如
果家长长期灌输这
样的观念，可能会造
成孩子对警察的恐
惧，在遇到可能需要
警方帮助的情况下，
不愿意向警察寻求
帮助。”

最近，浙江衢州一个小女孩用银行自动取款机（ATM 机）紧急求助按钮寻找爷爷，引发全网关注。
小女孩在走失后，找到了最近的银行网点，通过银行自动取款机旁的紧急呼叫按钮求助工作人员，

在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爷爷。网络上，不少网友说，自己是头一次知道自动取款机可以这么
用，学到了一个急救技巧。不少网友点赞，小女孩“太机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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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太机智了！
小女孩走丢，竟用自动取款机成功自救

据 媒 体 报
道，事情发生在
7 月 30 日晚上 9
点多。当时，衢
州 农 商 银 行 系
统 联 合 监 控 中
心 值 班 人 员 收
到 来 自 衢 州 开
化 某 网 点 自 助
银 行 的 对 讲 请
求，正在值班的
周 冬 英 打 开 对
讲机，传来一个
稚 嫩 的 声 音 ：

“我跟爷爷走丢
了……”

原来，这是
一个8岁的小女
孩，晚上出来上
舞蹈课，放学回
家 时 和 爷 爷 走
散了。

小女孩没有
手机，正好看见
路边有个银行自
助网点，便利用
自动取款机旁的
紧急呼叫按钮向
银行工作人员发
起了求助。“你有
爷爷的电话吗？”

“没有……”
小女孩不知

道爷爷和妈妈的
手机号。眼见联
系不上小女孩亲
人，周冬英拨打
了报警电话。“你
在这里等着，别
走开，警察马上
就来了。”随后，
周冬英陪孩子聊
天舒缓其情绪。

很快，开化
县公安局华埠派
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带着孩子找
到了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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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湖北咸宁也发生过类似
事件。一名与家人走散的5岁男童利用工
行自动取款机旁的紧急呼叫按钮，成功得
到救助。

8月12日，浙江杭州的记者走访了当地
多家银行，发现银行自助网点均设置了紧急
求助按钮，按钮设在自动取款机旁的显眼
处。多数银行还不止一个，在“紧急呼叫”按
钮上方，还有一个红色紧急报警按钮。

某银行工作人员说，两个按钮功能各
不相同，红色紧急报警按钮连接的是上级
银行报警平台，遇到紧急情况，可在自助网
点内一键报警。

紧急呼叫对讲按钮，连接的是银行监
控中心，可实现语音双向主动对讲。

这位银行工作人员说，两个按钮使用
频率很低。自己还没有接到过走失者的求
助，偶尔拨通的紧急呼叫，是由于客户存取
款时碰到机器故障。“但只要收到紧急呼叫
请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处置”。

多位银行工作人员说，虽然使用频率
低，但在日常巡查中银行都会对线路进行
查看，确保紧急呼叫系统正常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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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像文中的机智
小女孩这样求助，小朋友
如果不慎走失了，还有什
么办法寻求帮助呢？成
都彭州公安天彭派出所
民警殷滔告诉我们：平时
家长要多给孩子讲安全
知识。

“最重要的是要冷
静，不慌乱。”殷滔提醒小
朋友，如果发现和家长走
散了或者迷路了，千万不
要慌张，要保持冷静，先
判断自己所在的位置，看
看附近有什么标志性的
建筑物。然后寻找自己
所在位置周边的公共场
所，比如商场、银行、邮局
等监控设施较为完善，并
且能够确认对方身份的
场所，寻找这些地方的保
安叔叔，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寻求帮助。

“告诉能够提供帮助
的人自己的姓名，如果知
道家长的联系方式或者
家庭住址，就请他们帮忙
打电话联系家长。记不得
爸爸妈妈的联系电话也没
关系，可以请求他们帮助
拨打报警电话，联系警察
叔叔帮忙寻找家长。”

殷滔提醒小朋友，另
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对于
不能确认身份的陌生人，
不要轻易寻求帮助，也不
要轻信对方所说的话，更
不能跟着他们走。

殷滔还分享了曾接
触过的一个案例，一名五
岁左右的小朋友跟家长
一起乘坐地铁时和爸爸
妈妈走散，他十分冷静，
继续乘坐地铁到下一站
下车，在站台上找到地铁
工作人员，告诉家长的电
话号码，通过工作人员与
父母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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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戴竺芯综合潮新闻等

银行自动取款机。图据潮新闻

用银行自动取款机紧急求助示意图。制图 苏佳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