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3 民生 2019年4月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李国民

殷莲芬

3 月 30 日 ，
四川省凉山州木

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30 名
扑火人员不幸牺牲。然而，在我
们为英雄离去而感到万分悲痛
时，有人却在网上恶意诋毁，公
然侮辱火灾中牺牲的消防英雄及
其家人。前几天，戴某因在视频
App上发表不当评论被北仑警方
处以治安拘留7天。

戴某侮辱火灾中牺牲的消防
英雄及其家人，被北仑警方处以
治安拘留 7 天，这是他咎由自
取。据戴某交代，他平时常跟单
位同事开玩笑，当天没多想就留
了那些不恰当的话。这也告诉我
们：网络不是私人属地，而是公
共空间，跟帖评论不是自说自
话，不能“任性”，想说什么就
说什么。

有 一 个 成 语 叫 “ 祸 从 口
出”，指说话不谨慎容易惹祸。
网络作为现代传播媒介，QQ、

微信、微博、论坛、博客聊天室等
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表言论的阵
地，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大
家互相见不到面，也不知道对方叫
什么，正因为这种隐蔽性和虚拟
性，使得一些网民在网上发言肆无
忌惮，总以为即使“出格”了也不
会有人找自己算账。其实不然，不
谨慎发言同样会惹祸，戴某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法定权利，
但是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边界
的。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是以不得损
害他人合法权利为底线，否则将构
成违法行为，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
范围广的特点，少数人的不当言论
也会被迅速放大，并波及现实社
会，有可能产生恶劣的影响，甚至
是难以挽回的后果。

对戴某的处罚是一次很好的普
法课，对良好网络舆论空间环境的
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网上言论应守住底线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林炫铮）“那么漂亮，改啥？”“这
是当年对北仑的初印象，也是我决
定 留 在 北 仑 的 原 因 ， 希 望 能 保
留。”“中河路路面太窄，确实挺
堵，强烈建议改造绿化。”近日，
一条名为《“民意调查”中河路中
间绿化带改为机动车道，你怎么
看？》 的微信投票链接，在北仑市
民的朋友圈、微信群里广为传播，
引发热烈讨论。

这条被网民热议的中河路，
建成已有 20 年，配建有一段长 1.3
公里、宽约 20 米的绿化带。精心
养护下的中河路，眼下正是最美
的时候：高大葱郁的香樟，烂漫
的樱花，搭配修剪整齐的红绿相
间灌木，是城市中难得的生态绿
地，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增添了
一份清凉与美感，堪称北仑城区
的迎宾大道。

“这段绿化隔离带规划中原本
是机动车道。”北仑区园林部门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 年前这条
路修建时，机动车保有量少，双向
两车道完全可以满足通行需求，再
加上从资金、绿化等角度考虑，便
将原本规划的道路暂时作为绿化带
实施了。由于城市的发展和车流量
的增加，如今道路已拥堵不堪，安
全隐患突显，要求将绿化带改回行
车道的声音日盛。

中河路绿化带究竟改是不改，
又如何改？北仑区城管局决定听听
市民意见，于是网上就有了意见调
查，短短两天时间“北仑城管”公
众号推文就获得了 1 万多的点击
量，近 6000 人次投票，其中认为

“不需要”将中河路中间绿化带改
为行车道的是“需要”的近两倍，
后台还留下了270多条意见建议。

大量市民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北
仑区城管局发表看法。1989 年就
到北仑工作的市民朱先生激动地
说，自己看着中河路从无到有、从
青葱到茂密，这段绿化带是北仑发
展的“见证”，是一代人的记忆，

因此不赞成改成行车道。而道路周
边的商家有不同看法：上下班高峰
时间段，时常堵车，同时茂密的树
也一定程度上形成视线盲区，建议
适当扩建行车道。还有更多声音表
达了兼顾交通和绿化的心声，建议
从规划等更高层面进行谋划破题。

“市民对此事的高关注度，说
明大家对城市细节品质提升需求强

烈，也愿意共同参与城市管理。”
北仑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网上征求民意，以解决问题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能更好地解决民生
实事，这也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的重要一环。“调查结束后，
我们将作系统梳理，视情况开展专
家评议和讨论，作为最终决策的重
要参考。”

道路太窄要拓宽
“最美”中央绿化带改不改？
北仑城管就中河路改造倾听民声引发大讨论

中河路中央绿化带美景。 （王岚 林炫铮 摄）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丁铭 史方宏） 一对 80 多岁的老
夫妻骑着电动三轮车去赶集，谁知
途中因车速过快，转弯时失控撞上
路边护栏导致翻车，受伤的老大爷
更被压在车下动弹不得。幸亏象山
城乡公交司机热心接力救援，将伤
者及时送医。

近日，象山城乡公交公司 203
路驾驶员陈灵芝驾驶公交车从丹城
前往新桥，同行的还有驾驶员宋成
敏。行至新桥海丰村路口时，她突然
看到前方有位老大爷被压在电动三
轮车下，其老伴正试图把人拉出来。

陈灵芝与乘客沟通后当即靠边
停车，和宋成敏下车救人，有 4位
好心乘客也加入其中。大家合力把
三轮车扶正放在路边，将老大爷救
出后扶上了公交车。当时，老大爷
的左脸明显肿大，并带有血迹，需
要立即就医，而老大娘无大碍。征

得乘客同意后，陈灵芝驾车直接将
人送到了新桥镇中心卫生院。

此时，老大娘突然说钱包落在
了三轮车上。陈灵芝立即让宋成敏
留在医院陪老两口治疗，自己将乘
客送到车站后，再骑车折返事故地
点寻找。但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
发现钱包踪迹。后来，老大娘才想
起来钱包其实忘在了家里。

由于卫生院设施不够齐全，医
生建议把老大爷转送县人民医院做
全面检查。宋成敏赶紧把老两口带
到新桥车站，送上前往丹城的公交

车，并向该车驾驶员顾开兆说明情
况。凑巧的是，顾开兆和这对老夫
妻是同村人。

顾开兆开车到达丹城下完客
后，载着老人前往医院。想到老两
口身无分文，他拿出 5000 元借给
他们，随后一边陪同老大爷就医，
一边设法联系对方儿子赶来。

经详细检查，老大爷的伤势不
是很严重，并未伤及脑部。考虑到
老人神志清醒，对方儿子也即将到
达，顾开兆放下心头大石，与老两
口道别后返回工作岗位……

八旬老翁翻车被压 公交司机接力救援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赵冠箐） 到医院看病，先到网上预
约挂号，这正在成为宁波人看病就
医的新习惯。可是，就在几天前，
宁波的张大妈在网上挂号时，花
348 元挂了个号称提供“陪诊”的

“特需号”，到医院后才知道自己遭
遇网络骗子了。医院提醒广大市
民，大家在选择挂号平台时一定要
多留个心眼。

张大妈要到宁波市第一医院
看眼科，女儿便帮她在网上预约
了一个“特需号”，收费 348 元。
因为标有“挂号陪诊”，张大妈一
家当时也没多想。到了医院后，
张大妈发现自己同其他患者没丝

毫区别，一样的取预约号，一样
的等候叫号看病，高额挂号费并
没有给她带来任何额外的服务，
说 好 的 “ 陪 诊 ” 呢 ？ 找 医 生 一
问，医生却压根就没听说过“陪
诊”这回事。

人家挂个号只需十几二十元，
自己却花了 348元，张大妈越想越
气，就到医院门诊办公室投诉。张
大妈的遭遇引起了宁波一院的重
视。据该院门诊办主任谢浩芬说，
像张大妈这样因网上挂号被人骗了
的患者，她今年已碰到3个。

谢浩芬告诉记者，大概去年开
始，类似高额挂号费事件便时有发
生，经过如出一辙，都是患者在网
上预约挂号过程中，不慎进入不法
分子设置的“预约网站”，被莫名
收取高额服务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波其
他几家大医院也发生过类似网骗案

例。而且各医院深受其害，苦不堪
言，因为几乎所有的受害患者认为
是医院行为，事后来医院讨说法，
虽然工作人员做了很多的解释，但
最终也不能令全部患者满意。据
悉，类似的预约网骗在杭州等地也
有发生，患者投诉不少。

张大妈向医院出示了她手机上
的预约记录，记者看了一下，张大
妈登录的平台并非宁波一院的官方
预约挂号平台，而且收费 348元的
名目为“服务费”。院方分析，对
方收取了 348元“服务费”后，又
用张大妈的姓名、身份证号到宁波
一院官方预约平台上预约挂号。

宁波一院门诊办提醒广大市
民：挂号务必选择正规途径；网络
预约一定要选择各医院推荐的官方
平台；同时网上预约挂号过程中切
勿盲目相信各种服务费。一旦发现
类似网骗情况，请及时报警。

医院推出“挂号陪诊”，挂号费348元？
医院：根本没有这回事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董烨晖） 在移动支付普及的今
天，刷脸支付因其高安全性而深
受欢迎。但最近海曙发生的一起
盗窃案，令人哭笑不得之余也不
禁一阵哆嗦：有人趁室友熟睡，
拿其手机扫脸，居然成功解锁了
……破案后，受害人虽原谅了对
方，欲不追究，但警方认为这是
公诉案件不能撤案。

4 月 2 日早上，海曙望春派
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他银行卡
内的 1万多元存款被盗了。报警
人是 50 多岁的袁先生，在宁波
某餐厅当递菜工，月收入只有
2000 多元。他告诉民警，发现
钱不见后，他查了微信支付记录
和银行提醒短信，发现记录全被
删了。他还跑去银行查，之后不
死心又跑去自动取款机查，因为
这笔钱对于他来说不是小数目。

民警介入调查，发现袁先生
住的是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同
住人员有 5人，经过排查同事刘
某和杨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还未删

除的微信转账记录，“内贼”是谁
一目了然。“手机你们是怎么打开
的？”民警对这两人进行了审讯。
两人交代，是趁袁先生熟睡之际，
直接扫他的脸通过验证的，之后就
是转账。

“手机的人脸识别功能一般要
过活体检测这一关，闭眼状态下是
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但袁先生使
用的某品牌手机在人脸识别方面做
得不是很好。经过我们实验，闭眼
状态下也可以迅速解锁。”民警
说，案件的前因后果搞明白了。令
人意外的是：袁先生得知作案的是
刘某和杨某后，找到民警替两人求
情，希望警方撤案不要处理两人
了。

不过，民警拒绝了他的“好
意”，因为法律无情。根据 《刑事
诉讼法》 规定，盗窃属于公诉案
件，公安机关立案后，即便报案人
提出撤案也是不行的。但鉴于袁先
生的恳求，以及犯罪嫌疑人刘某和
杨某的悔罪表现，警方对两人采取
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趁人熟睡“刷脸”盗窃
受害人欲不追究，但公诉案件不能撤案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张
文胜 俞晶晶） 4 月 2 日，记者从
鄞州区获悉，去年 4 月 3 日全国首
张“时间银行信用卡”在鄞州区
云龙镇陈黄村发行。一年来，这
张由鄞州区云龙镇、鄞州银行联
合发放的“时间银行信用卡”累
计发放 1598 张，志愿者“储存时
间”5万余小时。

这张卡不仅具有普通信用卡的
功能，还可以把志愿服务的时间以
时币形式存入卡内，一“时币”相
当于一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积
累到一定数额后，可兑换实物，也
可兑换理发、体检、健身、修理电
器等其他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不仅助人，亦是利
己。”云龙镇党委副书记王飞说，

“时间银行信用卡”的推出，在激
励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同时，
也改进了传统志愿服务记录方式
和激励回馈机制，促进了志愿服
务良性循环。

“存的是时间，更是认可和荣
誉。”云龙镇志愿者、个体理发店
主陈印红说。从去年 7月起，她每
周抽出半天时间参加志愿服务，免

费为村民理发，目前已在“时间银
行信用卡”上存入185个小时。

据统计，一年来，“时间银
行信用卡”的发行从陈黄村扩大
到云龙镇的 18 个村 （社），全镇
志 愿 者 人 数 新 增 4200 人 ， 达 到
1.4 万人。下一步，“时间银行信
用卡”还将在比邻云龙镇的东钱
湖镇等地推广发行。

“时间银行信用卡”一年发放1598张
存入志愿服务时间5万余小时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胡启敏 朱娇娇） 前 天 一 早 ，
鄞州区下应街道洋江水岸社区
居民蒋女士给记者讲了一个暖
心故事。

前几天，蒋女士见天气不
错，就把家里的两个枕头和一床
被子挂到阳台晾晒。谁知一小时
后去收，发现两个枕头不见了。

“糟糕!”蒋女士傻了眼，枕头里
还藏了一袋价值好几万元的金饰
玉器。

她连忙跑到楼下寻找，但翻
遍绿化带，只找到一个枕头。蒋
女士马上拨打110报警。

民警赶到后，先了解了基本
情况，又到物业公司查看监控，
但没有发现线索。

下午 2点，正当大家要放弃
的时候，社区保安常师傅和臧师

傅的出现为此事带来了转机。
“会不会被风吹到别家阳台去

了？”常师傅说。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他和臧师傅一起来到蒋女士
家 楼 下 ， 对 着 单 元 门 一 户 户 排
查。“我们从上往下查，看到 6 楼
至 4 楼的阳台窗户全关着，我们
就到 2 楼和 3 楼的阳台去查，正巧
在 3 楼的阳台上找到了那个藏有
宝贝的枕头。”

“非常感谢两位师傅帮我找回
枕头和首饰，不然我都要睡不着觉
了。”蒋女士如释重负，给物业公
司送来锦旗，向帮助过她的两位保
安表示感谢。

据了解，这两位保安，一位是
社区保安队长常春林，一位是队员
臧继光，都来自黑龙江省。他们是
搭档，平常看到居民有困难就会上
前搭把手。

藏在枕头里的金饰玉器丢了
两位热心保安帮助寻回

近日，镇海澥浦农民画创作团队创作了扫黑除恶主题农民画 50余
幅。今后，该团队还将组织多场次集中宣传及展示活动，助推扫黑除恶
宣传工作的开展。 （戴旭光 王珏 摄）

“扫黑除恶”农民画亮相镇海

手机上的预约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