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正值升学季，校园中青春无

邪的孩子们正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

许迈向人生新阶段。而此时，互联网

上两则涉及校园霸凌的新闻显得尤为

“刺眼”。一则发生在山西，6 月 9 日，

山西省襄垣县第三中学一名女生遭遇

校园霸凌，网络视频显示，几个人轮流

对受害女生进行掌掴，即使女生嘴唇

出血仍不肯放过。另一则发生在北

京，6 月 11 日，网上流传一段疑似北京

政法职业学院学生拍摄的视频，拍摄

者表示自己制止校园霸凌时，遭到三

名女生辱骂围堵，而且他称这已不是

她们第一次实施霸凌。

两则新闻在网上发酵，校园霸凌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人们普遍认识到

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霸

凌行为不仅影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

也影响施暴者的道德修养，甚至影响

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影响如此恶劣，为何屡禁不止？

原因恐怕涉及法律、教育等诸多层面。

目前，两起事件均有进展。襄垣

县教育局对涉事学校校长、副校长等

相关责任人分别作出停职检查、免职

处理，并成立工作组对学校日常管理、

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北京政法职

业学院给出官方回应，称初步查明是

因值日安排事宜发生言语冲突，当场

已经调解结束。而涉事学生李某事后

将视频片段发至网上，学生张某等人

已报警。现公安机关正在依法调查处

理。

校园霸凌屡见不鲜，虽然具体原

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某

些学生动辄逞凶斗狠，甚至以虐待凌

辱他人为乐时，暴露出的都是法律意

识淡薄以及对生命的藐视。遗憾的

是，当前我国针对保护青少年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及《义务教育法》都未明确界定校园霸

凌行为，立法缺失的漏洞让校园霸凌

事件有了频发的可能，即便“严惩”也

失了法律震慑力。

而对教育而言，校园教育的作用

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这么简单，更为重

要的是，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尊重生命、

敬畏生命进而热爱生命。家庭教育也

同样重要，家长也应告诫子女在“不被

欺负”的前提下“千万不能欺负他人”。

霸凌虽是个案，但从维护学校秩

序、维持社会和谐、保障学生利益的角

度出发，学校管理者不应简单归因于

个人行为，更应该反思个案背后的成

因和背景，家长们在关心孩子成绩的

同时，也应尽力配合学校一同为孩子

补上生命教育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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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的英勇一跳：
普通人英雄主义的深思

■李心如

制止校园霸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季瑞芳

扫一扫，看云江时评专题

民生工程岂能“生而不管”
■戴志胜

作者 叶玲玲 蔡忆

6 月 13 日，在浙江杭州，外卖小哥

彭清林在紧急情况下展现出了惊人

的勇气和决心：从 10 多米高的大桥上

跳下，成功救下一名落水女子。这一

事件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赞

誉，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

中普通人英雄主义的深思。

据拍摄者雷先生介绍，外卖小哥

在得知有人落水后，第一时间将车

辆安全停靠，放下随身物品，再跳入

水中实施救援。大桥这么高，从视

频里也可以看到小哥的犹豫、害怕，

但他仍勇敢地从 10 余米高的桥上跳

下去救一个陌生人。最终，在众人

的帮助下，落水女子成功获救。

外卖小哥的英勇行为值得我们

敬佩和赞扬。他的行为彰显了人性

中的善良和美好。在面对危险的情

况 下 ，他 虽 有 犹 豫 ，却 还 是 挺 身 而

出，用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挽救了一

条 生 命 。 他 的 行 为 也 让 我 们 认 识

到：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

成为“英雄”，只要我们有一颗善良

的心和一份无私的奉献精神。

同时，我们也要反思现代社会对

于普通人英雄主义的认知和认可程

度。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社

交媒体的普及，普通人的英雄行为

应该更容易被传播和认可。但是，

现实中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往往被忽

视或者淡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打

击了人们对于善良和美好的追求和

信仰。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普通人

的英雄行为，认可他们的善良和勇

气，为他们点赞和鼓掌。同时，也要

加强社会对于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

的普及和培训，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

和应急能力。最终，我们希望构建一

个充满善良和美好的社会，让每个人

都能够成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为

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民生工程如果建而不管，或者

管理不好，非但成不了“民心工程”，

反而会成为群众怨声载道的“伤心

工程”。

近日，瑞安集云山“平西游步

道”的管理问题引发市民热议。这

条四公里长的游步道于2022年9月

份投入使用，可建成后 9 个来月，路

灯就没有亮过一次，并且游步道的

两侧杂草丛生，村民抱怨：“游步道

建好后扔这边，草长这么高，也没人

来管理过。”

像这种“建而不管”“建而失管”

的民生工程不是个例。前段时间，塘

下镇万米滨水慢行道上安装的路灯

成了摆设，群众反映：“工程竣工时路

灯亮过几天，之后就再也没亮过。”飞

云街道云旺路因长期无人修补，道路

坑坑洼洼，群众大失所望。在市民监

督团的督促之下，这些脱管的公共设

施最后都得到了修复或完善。

有一句俗话：“生而不养，断指

可报”，指的是父母没有履行养育子

女的责任，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就比较淡薄。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民

生工程就好比我们的孩子，决不能

“生而不管”，在把它建好的同时，更

要管好。

民生工程之所以被称为“民心

工程”，就在于这些工程凝聚了群众

所盼、民心所向，更是大家经常接

触、长期使用的，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中体会和

感受的。对这些建好的民生工程不

管不顾，甚至让其“自生自灭”，损失

的是大笔的资金，损害的则是政府

部门的形象。

民生工程建而不管，存在诸多

原因。维护经费不到位、考核机制

不细致、交接工作未落实，都可能导

致工程建好后无人管理。而归根结

底，这种现象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的工作作风和责任心不无关系。

因此，相关部门在实施项目时，

要考虑得更加周全，避免出现责任

不清、推诿扯皮；在交接项目时，衔

接更加顺畅，避免出现脱管空档；在

长效保障机制上，安排更加科学合

理，避免出现缺少经费、运维困难；

在督考机制上，更加严格有效，避免

问题出现时“板子”高高举起、轻轻

放下；在工作作风上，更加深入务

实，避免出现群众反映多时而部门

无动于衷。

民生工程，“建好”只是开篇，而

“管好”“用好”才能发挥最大的惠民

利民作用，才能让民生工程成为人

人受益、人人点赞的“民心工程”。

做好民生工程“建、管、用”这篇文

章，值得深思和探讨。

近日，一条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

传。在广州地铁 8 号线车厢，一青年

女子（在校生）看见一中年男子蹲着玩

手机，怀疑对方是在偷拍自己，要求检

查手机相册。中年男子同意让女子检

查自己的手机相册以证清白。随后风

波骤起，该女子在网络上曝光大叔面

部，称其“猥琐男”，表示其手法娴熟不

是第一次作案。由于这种“莫须有”的

维权方式冲撞了法理，因而引发极大

争议。

平心而论，自媒体时代，将不平事

发上网，再正常不过。但长期以来，社

会上形成了遇到不平事就曝光的“风

气”，包括在未经查证之后就曝光不实

之事的行为。反过来，这还可能构成

一种假象：只要被曝光的都是“不平

事”，都是“真象”。

而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能

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的个体，仿佛都有

审判他人的权力。但无论是谁，不能

觉得嘴巴一张、键盘一敲，就诋毁他

人；同样，不能觉得眼泪一掉、道歉一

发，就平安无事。为宣泄个人情绪而

制造虚假信息、侮辱他人的，都会受到

法律制裁。

至于该女子会不会被“放过”，要

接受学校什么样的处罚，要看她到底

有没有违反校规校纪，这是规则问

题。无论如何，这件事要在法律与规

则的框架内合理处理和解决，这不由

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舆论说了算。

懂法守法、心有敬畏，无论是管好

键盘莫乱“喷”，不被偏见、臆测等带着

走，还是对网络造谣污蔑等行为的处

理，所有事情都要回归法律与规则的

框架内，才能还网络环境更多清朗。

可以说，“地铁偷拍事件”也给大

家上了一堂普法维权课，让我们在提

高防范意识的同时，认识到“侵权式维

权”并不可取。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

快出台类似情境中正确维权的流程指

引，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公众场

所营造保护隐私、反对偷拍的浓厚氛

围。

“地铁偷拍”事件引争议
一切都应回归法治框架

■叶玲玲

挖呀挖呀挖⋯⋯
老旧小区改造，莫让好事“多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