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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防谣也是防汛战线的一个部分

来论 交通违规“优惠券”令法律尊严打折

■学子档案
梁诗敏 来自娄底涟源，父

母双亡，诗敏和姐姐梁佳敏、妹妹
梁珊三个人相依为命。

2015 年， 梁诗敏以理科 556
分的成绩被湘潭大学录取， 三姐
妹正为学费发愁之际，当地“爱心
爷爷” 萧光盛带来了三湘都市报
利群阳光助学的信息。 80多岁的
萧光盛先生不但帮她填写好申请
资料，还亲自送到本报。 得到利群
阳光的资助， 梁诗敏如愿进入湘
潭大学，目前就读建筑环境专业。

虽然家庭饱经磨难，但记者见
到的梁诗敏是如此乐观开朗。

爱心驱走多年“阴霾”

2006年 10 月的一天， 梁诗
敏的父亲结束了一天的摩的生
意，赶着回家吃晚饭。不料路上被
三个社会青年抢劫， 残忍地用刀
砍伤这位父亲 ，搜刮了他身上所
有的钱，骑着摩托车逃之夭夭。最
终，梁父因伤重不治身亡。

原本，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
柱，家中所有花费都靠他开摩的
赚来。 父亲去世后，梁家没有了
任何经济来源。“为了我们三姐
妹上学 ，妈妈开始外出做工养家
糊口。 ”不想，由于长期生活压力
和过度劳累，梁诗敏的母亲不久
后也病倒了，于 2013 年病逝。

父母的相继离世， 生活的重
担压在了 22 岁的大姐梁佳敏头
上。大专毕业后，梁佳敏找了份当
瑜伽老师的工作， 三姐妹勉强度
日。然而，当梁诗敏拿到录取通知
书时，面对“巨额”的学费，大姐梁
佳敏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对梁家三姐妹的遭遇最为了
解的， 是梁诗敏就读的涟源一中
1212班班主任孙老师。为了帮助
梁家三姐妹走出困境， 孙老师为
她们联系到了当地的“爱心爷爷”
萧光盛老人。“这几个孤儿太可怜
了，我一定要帮助她们！ ”老人推
荐她申请利群阳光助学金, 并成
功获得资助。

“那个时候，家里一分钱都没

有。 ”梁诗敏说，如果没有社会上
的资助，自己可能与大学无缘；根
本不会那么快地走出多年的阴
霾，看到未来的方向。

想做全能型“学霸”

“前几天刚考完英语、大学物
理，接下来还有好几门考试呢。 ”
记者在湘潭大学的食堂见到了梁
诗敏，眼前的她，打扮质朴得体，
举止自信大方。问到近来的生活，
梁诗敏说道， 近期一直在准备专
业考试，想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争取拿到奖学金， 为家里减轻一
些负担。

在室友罗璐眼中， 梁诗敏是
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一有空闲
的时间， 她基本上都会在自习室
学习。“湘大的学习氛围很好，在
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一天不看书，
就会觉得心慌。 ”梁诗敏解释，她
希望自己还能够再努力些， 争取
被保研。

“以前我很内向， 或许还自
卑， 但通过社会爱心力量的资助
后，决心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为
了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 让自己
变得更加外向大胆， 梁诗敏利用
课余时间，参加了很多活动：在学
生会的活动中， 认识了很多“学
霸”；参加社团心连心做游戏的活
动，获得了上台分享的勇气；通过
加入羽毛球的院队， 锻炼了健康
的身体；通过参加国防知识竞赛，
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她

坦言，和同龄人相比，自己更加独
立， 面对喜欢做的事情不会有太
多犹豫。

《平凡的世界》是梁诗敏很喜
欢的一本书， 书中两兄弟不甘沦
为命运的玩偶， 在沉重的生活中
发掘自己被禁锢的价值的故事，
无形中给予了她很大的力量。 她
感慨道：“不能忘记了农村人身上
的那种坚强。 ”

带着爱和温暖前行

现在，梁诗敏在班上担任副
班长， 对每一个同学的生活、学
习都非常关心。“如果班上哪一
天有同学没去上课，她会仔细地
打电话过去询问原因，如果哪一
天我没去早读，她也会打电话过
来督促我。 ”梁诗敏的室友常茵
茵说道。

尽管性格各不相同， 但梁诗
敏和室友们相处很是融洽， 彼此
在学习上互相督促， 生活上也相
互帮助。 在第一次竞选班长失败

的时候， 室友们不断鼓励她再次
尝试， 最终成功竞选为副班长。
“非常幸运能在大学里碰到她们，
在自己不自信、 犹豫不决的时候
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梁诗敏坦
言。

对于社会上帮助过她的人，
梁诗敏一直保持着一颗感恩的
心， 她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电
话问候曾经关爱过她的人， 每年
春节期间，梁诗敏都会去看望“爱
心爷爷”，并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没有汇聚起来的爱
心，哪能有现在的我？ ”梁诗敏表
示， 自己也力争做一个有爱心的
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未来， 梁诗敏还在选择
中， 她想去向往已久的设计院当
一名建筑设计师， 也想选择当一
名老师。她坦言，未来不管选择哪
一条路，她都会做好当下，带着爱
和温暖继续前行。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易永艳 刘鸿伟 饶子帆

梁诗敏：以平实的姿态砥砺前行
阳光学子回访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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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助学金须知

为了降低电动车和行人违
章而造成的事故率，让市民遵守
交通规则，自6月中旬开始，江苏
连云港市灌云县交警大队别出
心裁地推出交通违规“优惠券”。
市民违章被罚时，凭券罚款可以
打5折。（7月5日《现代快报》）

据灌云县交警大队介绍，
该县交警部门之所以推出交通
违规“优惠券”，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宣传交通法规，因为“优惠
券”上印有相关交通法规规定，

行人与电动车驾驶人收到后可
以从上面学习相关交通法规。
而实际上，“优惠券” 上印制的
“行人、电动车不闯红灯、不走
快车道；行人不要翻护栏、过街
要走斑马线” 等都属于法律常
识， 行人与电动车驾驶人基本
上都知道。 部分行人与电动车
驾驶人之所以出现交通违规行
为， 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这些法
律法规规定， 而是因为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意识淡薄。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行政执
法权是一种刚性权力，不能随意
打折，否则难免会令法律尊严受
损。国家行政执法权不能用来交
易，而灌云县交警的做法，正如
相关律师指出的，涉嫌将行政执
法权拿来与市民进行交易。这样
的做法即便是出于宣传交通法
规的良好初衷，实际上也是一种
损害法律尊严的做法，明显不妥
乃至违法。

对行人与电动车交通违规

行为，一定程度上实施人性化执
法并非不可以，但是前提是不能
令法律的刚性与尊严受损。法律
的刚性与尊严受损，必定导致社
会秩序失范的严重后果。在一方
面大力宣传交通法规的同时，对
实施交通违法行为者依法实施
惩罚，提高其遵守交通法规的意
识，促使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规
定，才是减少行人与电动车交通
违法行为发生，切实维护交通秩
序的根本之道。 ■魏文彪

地铁灌水？过江隧道被封？金
满地被淹？7月4日中午时分，有关
长沙汛情的各种谣言开始在网上
出现。情况究竟如何？经三湘都市
报记者第一时间到实地查看核
实， 发现这些都是谣言！（详见本
报7月5日A04版）

灾情被证伪，当然是好事，说
明这些地方的市政公共设施经受
住了暴雨的考验。但是，追着汛情
接踵而至的网络谣言， 从一定程
度上来说， 却是不折不扣的“灾
情”，而防谣也因此成为防汛战线
上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谣言之害， 首先是增加了公
众的恐慌情绪， 制造不必要的慌
乱。特别是网络时代，谣言通过互
联网的传播， 会比以往任何时刻
都更加迅疾， 由此造成的直接与
间接的危害也比以往会更多更
大。其次，汛情当前，谣言因为刻
意的伪造， 会比真实的新闻信息
更加刺激，也更加吸引眼球，鱼目
混珠之下， 公众注意力被谣言分
散反而有忽视忽略真实防汛信息
的可能。再其次，甄别谣言，也会
占用媒体、 警力等公共资源，制
造、散布谣言几乎零成本，但证伪

谣言却可能需要耗费巨大， 这显
然不利于集中精力和资源投入到
防汛抗洪工作上去。

谣言延误、 妨碍与危害防汛
抗洪工作，其实是社会“公敌”，由
此而言， 防谣也理应是社会公共
责任。因而，作为社会的一员，每
个人都当严格自律，不制作谣言、
不传播谣言。 有些谣言制造者或
许仅仅是寻求刺激， 编造谣言引
人关注， 希图博得围观者的一声
喝彩， 殊不知他的轻率行为不仅
会给防汛抗洪工作造成阻碍，还
会给其自身带来严重的法律后

果。 日前就有安徽芜湖一网民因
为散播谣言、 扰乱民心被处以行
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所以，严格自
律，抵制谣言，既是对社会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而甄别、 证伪一些精心编造
的谣言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或许
有一定的难度， 尤其是网络谣言
往往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法， 有图
也未必有真相， 具有很大的欺骗
性。面对真假难辨的信息时，省时
省力的办法， 应当是关注权威部
门、正规媒体的信息与新闻发布。
这也要求有关权威部门与有公信

力的媒体， 及时响应公众信息需
求，及时、准确地发布相关防汛信
息，提供正确的防汛知识，将汛期
信息发布工作视为防汛战线的一
个部分， 这样就能够筑起信息安
全的防洪堤， 从源头上堵住信息
洪流的缺口，避免谣言破堤而入。

暴雨侵袭，洪流湍猛，汛情紧
急。当此之际，对待谣言，也应当像
对待洪水猛兽一样，严防死守，稳定
与巩固好后方阵脚，也是对防汛抗
洪一线的支持与支援，“坚决打赢防
汛抗灾这场硬仗”就会更有信心和
保障。 ■本报评论员 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