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岁男孩开大巴”里有三个待解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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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洪水映出坚强和卓尔不凡
文 / 耿银平

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灾难和危

险，但当灾难和洪水真正降临，它

不仅是一种灾难，还会成为一面镜

子，让人们内在的精诚团结、人

心的真善美、精神的慷慨无私等，

得到本真和原始的呈现和映射，让

精神和美德得到一次无形的提高。

让党员的纯粹性、先进性，得

到一次精彩的亮相。什么是党员的

纯粹性、先进性？就是面对苦难和

困难时的“先他人之险而险”，就

是面对紧急情况时的“我是共产党

员我先上”，更是面对洪水的不退

不让，忠于职守，冲锋在前，勇于

坚守。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将身体

当做抗击洪水的“看得见的堤坝”，

这就是最为形象和贴切的共产党员

的纯粹性、先进性。

让思想观念得到更为有力和迅

速的凝聚和团结。洪水来了，非常

肆虐，形势紧迫，每一位冲在救

灾前线的人，不得不面对共同的敌

人———洪水，日常生活中曾有的

不同见解、不同身份、不同想法的

藩篱，此刻，都得到了清除，达成

了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

体，把所有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

到抗洪救灾，为抗洪救灾的最后

胜利，打下坚实的观念的根基。

让人际的真善美得到激情的迸

发。每一次抗洪救灾，我们会受到

生命和财物损耗，也会让真善美精

神得到了激情的迸发和呈现，让守

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不断推高。所

以，总结每一次的抗洪抢险，我们

有“失”，但更有“得”，都有光彩

的真善美的呈现和汇聚，让人和社

会，在崇德向善、靠拢善美的路径

上，不断向前。比如国防科大150

名大四学生缺席毕业晚会紧急奔赴

抗洪前线（详见7月2日今日女报

微博），比如崀山女职工在防汛路

上遇险，数十人生死相救（详见

A05版）等等，我们相信，这些光

彩的行为还会在未来的抗洪救灾战

场上，精彩上演，让社会公众在灾

难中结成相互信任的“精神共同体”，

成为抗击一切困难的“精神堤坝”。

总之，洪水是灾难，也是一面

镜子，能映射出我们坚定不移的抗

洪精神：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有

坚定的精神在，我们一定会在任何

战役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文 / 张西流
7 月 2 日，一段视频在长沙县

广大党员的手机里被刷屏：一辆

驮着巨石的蓝色皮卡车停在渠边，

随着一声“一二三，推！”的声音

响起，五名村民一起将皮卡车推

入湍急的排洪渠中。据了解，车

的主人是长沙县黄兴镇仙人市村

支书刘兵，在浏阳河水倒灌排洪

渠的紧急关头，他下令将自己的

车推下排洪渠，以堵住管涌。（7
月 3 日《长沙晚报》）

在洪灾面前，积极参与抢险

救灾，对公民而言，是责任也是

义举。特别是，抢险救灾，不仅

需要临危不惧、勇斗洪魔，更需

要拥有“舍小家顾大家”的胸襟。

长沙一名支书“推车堵洪水”，便

是鲜活的例子。

然而，对于支书“推车堵洪水”，

首先应进行合理补偿。我国《物权法》

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

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征用单位、

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

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

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

当给予补偿。同时，防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也规定，在

紧急防汛期为了防汛抢险需要，防汛

指挥部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

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事

后应及时归还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特别是，支书“推车堵洪水”，

也是一次见义勇为的义举，更显

弥足珍贵。2016 年7月，岳阳市华

容县治河渡镇洪灾发生后，华容

县临时征用民间卡车帮助溃口顺利

合龙，16 名司机共获得赔偿总计

261.77万元。同时，“卡车敢死队”

被授予“卡车勇士”荣誉称号。可见，

支书“推车堵洪水”，除了获得合

理补偿之外，还应该被嘉奖。

换言之，支书“推车堵洪水”，

更需奖善机制激励。在抢险救灾的

伟大实践中，灾情和险情呼唤见义

勇为，灾区群众需要见义勇为，更

应该传承这种精神。值得肯定的是，

支书“推车堵洪水”的善举，并非

孤本。在政府的提倡以及社会大众

的推动下，在各地抢险救灾一线，

每天都可以见证见义勇为的义举，

舍小家顾大家的事迹比比皆是，助

人为乐的大有人在，舍己救人的也

层出不穷。因此，当地应对支书“推

车堵洪水”进行补偿和嘉奖，以此

引领全国抢险救灾风向标。

“推车堵洪水”更需奖善机制激励
■社会观察

文 / 郭元鹏 
6 月 30 日，广东广州一名 9

岁男孩驾驶一客运车 辆在增城

区荔新公路 行驶，身边没有任

何人。警方 接到报警后将该车

辆拦停 并将车上男孩 控制，所

幸未引发交通事故和拥堵。（7 月
3 日《澎湃新闻网》）

对于“9岁男孩开大巴”事件，

当地交通运输局进行了回应：由于

处理及时，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也

没有导致拥堵，最后确定大巴车隶

属于粤运公司。只是虚惊一场，只

是冷汗直流，无疑这是幸运的。似

乎“9岁男孩开大巴”也该画上句号了。

且慢，“9岁男孩开大巴”暴露的问

题巨大，还有三个问号需要思考。

第一个问号：何以过安检？按照

管理制度，所有大巴车开出车站，

都必须有安检人员逐一检查，要检

查乘客购票情况，要检查是否携带

了危险品。这是安全制度的底线规

定。为何一辆大巴车，被一个孩子

开出了车站？这是不是说明，所有

安全监管环节都出了问题？客运公

司的安全管理隐患才是最可怕的。

第二个问号：何以过关斩将？

从监控视频来看，这个9岁的男孩，

开着大巴车行驶了40 多分钟，才

被警方拦截下来。而在40多分钟

的时间里，这辆大巴车从南山汽车

站开出来，一路经过了不少红绿

灯，一路经过了不少治安卡口。那

么，为何站岗执勤的警察会如此

迟钝？设立这么多的红绿灯、治安

亭、交通卡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

是为了确保交通安全。当一个个岗

亭，不能有效拦截危险车辆，不让

我们后怕？

 第三个问号：何以学会开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第七十二条规定，驾

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 周

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年满18

周岁才能学习驾驶机动车技术。而

这个 9岁的孩子是如何学会开大巴

车的？看到很多类似新闻：有年幼

的孩子开着挖掘机工作的；有年幼

的孩子开着机动三轮车上路的。这

些孩子之所以会驾驶技术，应该

是跟随家长学习的。这暴露出的是

家长安全意识的缺失。9岁孩子会

开机动车，家长的责任不能纵容。

“9岁男孩开大巴”，车轮过去

留下多少安全隐患？比惊叹号更让我

们冷汗直流的是其中的“三个问号”。

■一针见血

（上接 A05 版）

当妹妹李粤玲的身子被大家从泥水中挖出来的时候，哥

哥李清泉已哭成一个泪人。

这是 7 月 1 日 3 点 40 分左右，跟同事们一起在崀山上防

汛抗灾的李粤玲被洪水卷走……

崀山八角寨客运索道站副站长肖小松发现李粤玲右手已

骨折，但她还有微弱脉搏，一本会计书还被她紧紧攥在手里。

李粤玲在湖南盛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同事们，赶

紧给她做了胸部按压，然后立马抬她往山下走。

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赶紧组织救援人员，还通知了

距离最近的观光车赶往事发地。

很快，崀山管理局、公安、消防、新宁县人民医院、崀山

镇政府……许多部门的相关人员都赶来了！

观光车也来了。李粤玲很快被抬到了山下。

司机李焕达见李粤玲情况危急，立即嘴对着嘴，一口一

口地往外吸李粤玲口里的泥沙……

终于，李粤玲眨了几下眼睛，也有了微弱的呼吸。

同事们小心翼翼地将李粤玲抬上了观光车，往山外赶。

而这时，从公司来的救援团队也正在往出事地点赶。

出事地点距公司大约有 22 公里，平时只要 30 分钟左右

就可赶到。

同事们都乐观地认为，如果两边都奋力赶，十几分钟就

可在中途会合。

但不成想，这段路，他们却足足用了一个小时。

因为连日大雨，山体滑坡严重，路上多了许多障碍：一棵

棵被泥石流冲倒的碗口粗的大树。这些平日里让李粤玲倍感

亲切的树木，却成了她生死救援路上的拦路虎。

生死关头，怎么办？

比较细的树，巡查小组的队员肖小松、李雄、李清泉、

刘清钟等人只好合力搬向一旁；比较大的树，大伙干脆把它

锯断！

因为倒塌的树实在太多，没过不久，三把电锯都被锯坏了。

正在大伙们束手无策时，周围的村民李建辉、蒋绍云等也

闻讯赶来了，他们手里拿着的是自家的斧头、砍刀和手拉的锯子。

肖小松和李清泉等人开始轮流用人力断木。就这样，开

一点路，救援人员的车辆和救护车前进一点……再开一点路，

车辆又继续前进一点。

大伙冒着滑坡随时可能发生、路边的树木随时可能砸向

自己的危险，一直在顽强坚持着。

载着李粤玲的观光车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开始他们也

是用手将树木搬开，但后来发现树太多，就放弃了观光车，

采用“一个人搭一把手”人工接力的形式将她抬过去。

一路上都有村民闻讯赶来，他们用摩托车载着李粤玲往

山下赶，再遇到倒在路上的树木，便一起连人带车抬了过去。

就这样，车载一会，人抬一会……大伙吆喝着，一起使劲。

眼看着，眼看着……就要跟救援团队会合，突然一股湍流

又拦住了去路。

这股水流特别急，甚至可以把轻点的车从路上直接冲下

山去。

大伙正一筹莫展，这时有人想到消防车里面由于装着水，

车载比较重，应该可以安全通过。大家便立即联系上了正在

附近抗洪的消防力量。

得到求助消息，没几分钟，消防车很快驶来。医护人员带

着担架和医疗器械乘坐消防车，才最终见到了李粤玲。

下午 4 点半左右，李粤玲终于被送上了救护车。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经医生们全力抢救，半小时后，

李粤玲还是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天，家里人把遗体送往公墓，哥哥李清泉为此守了一夜。

第二天，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决定：7 月 5 日给李粤玲举行

追悼会。

7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崀山脚下看到，雨后的

崀山恢复了往日的静谧，远处山脊云雾缭绕，仿佛一条条玉

带……风雨过后一切又重新焕发生机。  

但这些熟悉的风景，李粤玲再也看不到了。

还原悲剧——

崀山脚下，
生死救援一小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见习记者 吴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