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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爱救伤”书写救人者的大义大勇

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一家之言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网友：来说说你爱吃啥馅的月饼？别自己爱吃的
被剔除出月饼界了都不知道。

漫漫画画：：夏夏坤坤

毛旭松

16日晚上，牟平区正阳路的
惊魂一刻，于浩或许会终生铭记。
他在被一辆轿车撞倒之后，又被
随后驶来的车辆轧到脚。躺在路
中央的于浩动弹不得，来往车辆
从身旁疾驰而过，情况非常紧急。
周围群众见状，组成人墙将伤者
围起来，直到急救人员赶到。

胶东大地自古民风淳朴，如

今文明城市的荣誉更是实至名
归。16日夜晚，牟平街头“围爱救
伤”的一幕，让我不禁想起了龙口

“最美女孩”刁娜，她路遇被撞伤
者时，积极下车营救，不幸被过往
轿车撞断了腿。可见，烟台是一座
有温度的城市，从来不缺乏爱心
善举。

这两年“正能量”一词非常
流行，我们平时也常听说外地很
多救人的事迹报道，但总感觉远
在天边，缺乏切身感受。而这次
牟平街头的“围爱救伤”则给我
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正是烟台
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群

众基础。
危难时刻千钧一发，敢于挺

身而出往往来自于本能的善意。
一念之间，很多人就在“救与不
救”中选择了后者。可喜的是，
看到伤者躺在路中央，路人并没
有无动于衷，而是赶紧招呼朋友
一起上前帮忙。爱心传递扩散，
向伤者靠拢的市民越来越多，大
家组成围墙防止伤者被碾轧。诚
如救人者王超所说：“都说现在
社会风气不好，可我看还是好人
多！”只有平常的向善之心，才
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
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

间。
诚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

下，见义不为、溜之大吉的人确
实存在，像驾车逃跑的肇事司机
的行为就非常恶劣。但这种人毕
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我们更
多看到的还是大家联手救人的
场景。善举不仅挽救了伤者的性
命，也挽救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伤者的家属听到记者讲述大家
围成人墙救人的情形，感动到落
泪，“命是大家给的！”

救人者都是普通百姓平凡至
微，平日里他们也有着各种各样
的缺点，但关键时刻瞪起眼来，表

现出的善行义举，足以令人赞叹
不已。

“围爱救伤”的善举呼唤着
人们良知和人性的回归，良知不
仅应该被激发，更应该被传递和
扩散。

每年都会评选感动中国人
物和全国道德模范，也许我们一
辈子都不会遇到模范们经历的
情景，我们也许会平平淡淡度过
一生。但是，善举不一定是轰轰
烈烈，我们能从身边事一点一滴
做起这就足够了。人间有爱，传
递温暖，在助人为乐中感念生活
的美好和人间的真情。

最近给一些部门讲媒体关系、
舆情应对时，发现好多真正做决策
的领导自己不上网，只看下面送来
的舆情报告。而下面送来的报告一
没科学数据分析，二没专业人士，
还停留在几个人摘抄的境界。领导
根据这个做判断下决定，我真是替
你们捉急。你们蒙上眼靠别人摸石
头过太平洋呢，把自己当鉴真了。

——— 张泉灵(主持人)

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各有
一个重要的节日：清明、端午、中
秋、春节。人们在这些节日里表达
对大自然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愿望，
决不只是吃喝和送礼。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对传统节日缺乏认同感，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适合他们活
动的载体。

——— 冯骥才(作家)

新闻：“常回家看看”入法两月
调查显示，不常来儿女依旧不来。

“我不晓得中秋节孩子们会不会回
来，有时候想他们来，但他们不来。
如果子女们不方便照顾，我想尽快
找一个条件好点的养老院，那里人
多闹热，也有人照顾。”节日临近，
朱华英老人倍感孤独。(重庆晨报)

点评：建议放探亲假，不休此
假便是违法。

新闻：儿子在石家庄打工一年
多不回家，偶尔只是给家里打个电
话。中秋节快到了，母亲思子心切，
从云南乘火车坐汽车奔波3000公
里，来石家庄看儿子。儿子却嫌弃
母亲，要求她立刻回云南老家，争
吵中还打了母亲一个耳光。(人民
网)

点评：儿走千里母担忧，母走
千里儿不愁。

新闻：只有两辆警车的泸西县
森林公安局近日成了网上焦点：有
网友举报，该局局长王路生多次不
着警服驾驶警车，还用警车接送孩
子上学，而且他几乎每天都会将这
辆警车开回所居住的小区；该局的
刑侦中队长则将另外一辆警车长
期开回家中并用于接送老人和小
孩。局长回应称是工作需要。(云南
信息报)

点评：一心为公，24小时为民，
真乃人民好公仆。

新闻：备受关注的广东端州区
黄岗街道办“组织干部看淫秽钢管
舞”事件，经当地纪委查明是随队
司机梁友光和杜桂颖俩人逛广西
阳朔洋人街时，用手机在一间酒吧
门口拍摄照片并在个人微信上发
布，街道办并没有组织观看或被迫
观看钢管舞表演，但其3个党支部
的活动为变相“公款旅游”。(中国
新闻网)

点评：公款纯属娱乐，拍照纯
属巧合。

你爱吃啥馅的月饼呢？

我有话说

姜宁

银行为了揽储的需要，通
过中秋节送礼的方式挖角别
家银行的客户，从月饼、大米
到购物卡，资产越多，收的礼
就越多，送的人就越多。但送
礼的标准是你在银行有几百
万以上的资产，才能享受此类
待遇。

银行注重大客户的利益
由来已久，例如在营业厅办一
项业务普通市民需要排队，但

是VIP客户可以直接办理。看
重大客户，自然是银行的生存
之道，因为大客户们有钱，能
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收
益，但我们如果翻开银行的账
本则不难发现，在银行存款中
占绝大份额的仍然是居民日
常中小额存款。

可银行常常有揽储压力，
由此一来，中秋节抢着送月饼
也就成了银行的竞争手法。并
且在业内看来，既然大家都这
么干，也就无所谓违规不违规

这一说了。
每年花十几万乃至几十

万元去维系、挖角客户，我认
为不如从这部分“专项资金”
中计提出一部分来让中小储
户也能获得实惠。让市民能够
吃得上银行送来的月饼，哪怕
是便宜的月饼，也代表着银行
的心意和对小客户的尊重。当
然，如果说银行认为这样花费
过多的话，那可以在中秋节期
间，给不论大小客户都发一条
祝福短信，聊表敬意。

忽悠千万别当真

海音(海阳市)

把人工养殖的大鳖说成纯野
生鳖来卖个高价，有的自称是钓鱼
用网捞上来的，甚至声称是开挖楼
基时，从旁边的干涸大湾里挖出来
的。如此噱头，如此忽悠，如此熊人
的场景，总有人信以为真。所以不
用担心那些所谓的野生大鳖没了
市场没了销路，特别是赶上中秋、
国庆佳节临近，不排除“今年过节
不送礼 ,送礼就送野生鳖”的可能
性。

咱们胶东地区有句俗呱，叫做
“记吃不记打”,意思就是一旦犯了
错，咱得从中汲取教训，吸取经验，
长长记性，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
复犯错。但现实生活里有人总是忘
性大，一错再错。

就像吹嘘自己卖的是野生
大鳖一样，不少类似老掉牙之类
的骗人骗财手段，至今仍在街头
轰轰烈烈地上演。这倒不是人家
手段高明、演技高超，而是自己
私心作祟的缘故。不明真假就凑
上去看热闹，想占个便宜还想捡
个漏，岂不知自己是捡了芝麻丢
了西瓜，心甘情愿地被人家熊了
钱。

所以，一旦再碰到天上掉馅饼
之类的事，咱先得想想“记吃不记
打”的教训，别光知道馅饼不晓得
陷阱啊 !人家忽悠得再好，忽悠得
再贵，只要咱不动心，它就没观众，
它就没市场。说一千道一万，下次
再遇到有人吆喝“千年乌龟万年
鳖”什么的，切切多长个心眼，多动
动脑筋，千万“鳖”当真。

愿孩子健康平安成长

孙宝庆(芝罘区)

保护好孩子，让孩子们平安地
生活成长，是家长的责任也是整个
社会的责任。

那么怎样看管好孩子，保护
好孩子的安全呢？我的看法一是
身为孩子监护人的家长要把看
护好孩子，摆在重中之重的地
位。看护孩子要不得疏忽大意，
要不得掉以轻心。家长对孩子应
尽到的这种监护人责任是谁都
取代不了的。二是对孩子居住和
玩耍活动的场合，诸如卫生间、
阳台等，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堵
塞漏洞清除隐患。我们单元楼的
邻居有个不满 3岁的孩子，经常
到他家来玩。为了孩子的安全，
邻居特意把阳台和寝室的窗户
安上了较窄的栏杆，孩子玩耍时
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三是注意对
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比如对两三
岁的孩子，家长不妨说句：“好好
看路，别摔倒了。”孩子要爬窗户
和阳台时，除了阻止外，也不妨
说句：“别爬，危险。”

@楚楚的天空：俺爱吃
的那一款非常实惠的椒盐
馅月饼。每每吃起这种馅，
总能回忆起小时候跟小伙
伴们的快乐时光。

@羽我同行：双黄白莲蓉。
@鱼铭888：每年都要找五

仁一类的老月饼去孝顺老爸。
@胡同口狐狸：我爱吃

冰激凌月饼。

@uanloveoho：我爱吃莲
蓉蛋黄月饼停不下来，半夜
想想快流口水了。

@吴明的2012：喜欢吃
大杂烩的月饼，里面有葡萄
干、花生还有好几种料。

@Liu义德dE：其实不管
什么月饼，都是有人爱吃有
人不爱吃，你可以不吃但是
也不能诋毁它。不管什么月

饼都是中秋团圆的必备食
品，中秋一家人在一起，吃
什么月饼都是一种幸福。

@藤原Yuuko：我最爱的
是蛋黄白莲，每年如果没有
它，我几乎不会吃月饼的。
记得小时候还吃过一种巧
克力月饼超好吃，后来再没
吃到过。

来源：17路论坛

小额储户的月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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