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空抛物危害大相关链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昨天是1月4日，距离北京冬奥
会开幕整整一个月。作为全国冰雪运
动特色学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市二
中附小的迎奥运气氛日渐浓烈。

在课间休息时，恩克 5 班的田同
学和1915班贺同学，向记者展示了她
们迎冬奥的绘画作品。田同学用蓝色
和红色为主色调，通过冰与火的视觉
冲击，描绘了两位中国冬奥选手的赛
场英姿。贺同学的画作上，有两名东
京奥运会中国金牌选手的图案，还有
熊猫图案。两位孩子的作品，充满想
象力和艺术表现力。

来自1913班的王同学和龙同学，
都是学校轮滑舞蹈队队员。他们练习
轮滑有两年多了，曾经录制了视频报
名参加《小使者》奥运文艺作品比赛。
如果最终从100多个节目里脱颖而出，
他们将赴北京参加冬奥闭幕式表演。
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他们表示将
全程在手机和电视里关注比赛，更憧
憬能登上闭幕式舞台，向全世界展现
株洲孩子的风采。

接受采访的学生中还有四名学校
冰雪运动“明星”，他们当中最大的孩
子只有 12 岁。他们刚刚参加在长春
举办的“迎冬奥冰雪嘉年华”的比赛，
获得优异成绩，还代表湖南省获得体
育运动风尚奖。长春的寒冷，并没有
熄灭他们对冰雪运动和北京冬奥的热
情。丁同学说，自己将持续训练，争取
将来进入专业运动队，再过两届，等他
们够年龄了，就要上运动场为国增光。

所有的孩子，都对参赛的中国运
动员送出了祝福，也祝福境外的参赛
选手，赛出风采。希望我们当好东道
主，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体育盛会。

两个年轻人，因看到一段
跨年夜后湘江风光带草坪上
残留许多垃圾的视频，临时起
意赶到湘江边，帮着环卫工人
捡了 4 个小时垃圾（详见株洲
晚报1月4日A03版报道）。

本报刊发《跨年夜风光带
留下大量垃圾 两小伙看到视
频后选择当“行动派”》报道
后，两个年轻人的善举引起了
网友们的关注和点赞，也引起
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关
注。昨日，本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授予贺明峰、刘兆
源特别奖，并为两人颁发5000
元正能量奖金。

□《跨年夜风光带留下大量垃圾 两小伙选择当“行动派”》后续

湘江边捡拾垃圾4小时
他俩获“天天正能量”奖励5000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北京冬奥倒计时一个月

株洲二中附小师生
为冬奥会“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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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轻人的善举温暖全网

报道发出后，贺明峰、刘兆源
的善举温暖全网，网友们好评如
潮，此事也引起了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的关注。

“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应该成
为正能量的传播者。”阿里巴巴工
作人员来电表示，希望联合本报
为两个小伙子的公德心点赞。

为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正能

量，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授予贺明峰、刘兆源天天正能
量特别奖，并为两人颁发共5000
元的正能量奖金，点赞青年一代
的随手善行，这也是2022年发出
的第一份正能量特别奖。

在给贺明峰、刘兆源的颁奖
词中，天天正能量写道：

一条视频，拍下湘江边满地

垃圾。在别人眼里，是口诛笔伐
市民素质的批判材料。在他们眼
里，是坐言起行亲力亲为的冲锋
号角。他们拾起了一份暖洋洋的
正能量，也拾起一片沉甸甸的公
德心。新年第一天，他们用稳稳
的行动力为我们开启，愿更多人
加入其中，把这份力量传递。

昨日下午，在株洲日报社的
前坪，两位年轻人再次相聚。

拿到由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颁发的荣誉证书后，他
们格外激动。“感谢株洲日报社和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我们的这
份荣誉，今后我们会做更多正能

量的事，并带动更多年轻人一起
做。”贺明峰说。

面对奖励，两个小伙子还有
些不好意思，“我其实就是做了一
件力所能及的事儿，真没想到会
有这么大的反响。”贺明峰说。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联合

株洲日报社等全国100多家媒体
搭建的开放公益平台。截至目
前，天天正能量共发放了9000多
万元公益金，有上万名来自全国
各行各业的正能量人物获得了奖
励。

希望推动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公益事业

▲两位同学展示她们的奥运画作。
记者/王晖 摄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予贺明峰、刘兆源奖励。记者/杨凌凌 摄

反响

心声

我市首例高空抛物涉刑案判了
男子获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近日，经芦淞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周某因高空抛
物罪，被芦淞区法院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
金5000元。据了解，本案是我市
首例高空抛物涉刑案件。

据了解，周某平时在某工地
务工。去年 6 月 27 日，周某和工
友在出租屋内吃饭，期间周某大
量饮酒，之后工友外出购物，仅留

下周某一人在家。当时周某因不
满工资待遇情绪激动，竟然用拳
头将卧室的窗户玻璃打碎，并将
铝合金窗户框架拆下抛至窗外，
接着又将被子、床板等物品抛至
窗外，将受害人王某楼下的摩托
车雨棚砸坏。

眼看楼上接连坠物，周围群
众赶忙报警。民警立即将周某抓
获。

经鉴定，案发时周某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超过 260 毫克/100
毫升，并且事发地为居民区的人
行道，周某抛掷物品至窗外的 4
楼窗台距离地面高度约 10 米。
案发后，周某对犯罪事实和证据
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且已赔
偿了王某的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周某高空抛
掷物品，情节严重，应当以高空
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
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有数据表明：一个30克的蛋
从 4 楼抛下会让人头皮起肿包；
从 8 楼抛下来可以让人头皮破
损；从18楼甩下就可以砸破行人
的头骨；从25楼抛下可使人当场
死亡。一个拇指大的小石块，在
4 楼甩下时可能伤人头皮，在 25
楼甩下时可能会让路人当场丧

命。空啤酒瓶在 18 楼和 25 楼的
高度抛下，均可造成致命伤害。
一个 4 厘米的铁钉在 18 楼甩下
时，可能会插入行人的脑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1条之二第一款规定：从建筑物
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
物案件的意见》。《意见》对于如何
准确认定高空抛物犯罪和高空坠
物犯罪做出了具体规定，对在人员
密集场所进行高空抛物的，应依法
从重处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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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离校多年的家长，如
今也面临着辅导作业的“年龄鸿
沟”，在学科类培训机构大面积关
转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这样的
App助力家庭教育。因此，很多家
长在听说搜题App可能关闭的情
况下，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

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不少便利，有时也会带来一些矛

盾。但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矛盾，
而不是因为矛盾就停滞不前。教
育部要求搜题App“暂时下线”，或
许就是在寻求更好的解决路径。

正如教育业内人士所言，搜
题 App 好不好，关键还看怎么
用、谁在用？

对此，笔者建议，搜题 App
应认真做好整改，而不是敷衍了

事，不能换个名称继续“开放式”
搜题。应设置好门槛，如通过人
脸识别等技术手段，真正让使用
权掌握在家长手中，由家长做好
对孩子的监督监管。

另外，也盼望“双减”下的课
后服务，充分发挥为孩子答题、解
题的功能，真正让学生回归学校，
减少对手机等高科技的依赖。

拍照搜题“换个马甲又出场”
面对禁令，老师、家长、学生各有焦虑和担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经测试发现，只要输入成年人身份证号码即可搜题。 记者/戴凛 摄

拍张照片，就能瞬
间得到解题答案。这种
看似便捷的 App，却正
在成为一些学生的日常

“依赖”。
日前，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通知，“对于提供
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
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
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
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
方法的作业 App，暂时
下线”。不过记者搜索
测试发现，类似 App 不
仅照样能够下载，拍照
答题功能也“换了身衣
服”照旧存在。

这样的 App 到底能
对学生起到什么样的帮
助？家长和学生又有着
什么样的看法？

何家坳枫溪学校：
聚焦双减 激趣英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周玉芳）为落实“双减”政策，营造
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培养学生英语思维
能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何家坳枫溪学校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
英语口语大赛活动，给每位热爱英语的同
学提供了展现风采的机会和舞台。

记者看到，课本剧“My funny day”
情景再现同学们在课堂学习、阳光大课间、
课后劳动、课外综合实践等场景，突显学校

“ 五 育 并 举 ”“ 全 人 教 育 ”的 理 念 ；还 有
“Dinner at home”展现家庭晚餐其乐融
融；英语故事“My dad”感恩不断……

学校负责人介绍，英语口语大赛活动
旨在活跃校园英语学习气氛，激发同学们
乐学、善思、敢说、爱演的热情，通过探索多
样化的英语综合实践作业，真正落实英语
学习“减负增效”。本次活动不仅是何家坳
枫溪学校英语学科组团队合作的成果展
示，更是大家共襄盛举的校园文化盛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罗军）日前，南方中学高二年级
2011 班“星空合唱团”，代表株洲市参加湖
南省第六届中学生建制班合唱比赛，拔得
头筹，为学校艺术教育再添一枚金牌。

湖南省第六届中学生建制班合唱比
赛，共有 3758 所中学、31183 个建制班参
加，其中南方中学高二年级2011班等14个
单位获得省级一等奖。

此次赴省参赛，南方中学2011班星空合
唱团以“踏雪追梦，助力北京冬奥”为主题，选
取了《雪花的快乐》《我们都是追梦人》两首歌
曲，精彩的演出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

据了解，南方中学高度重视学生艺术
素养的培养，持续推动高雅艺术进校园，构
建了“以艺养德、以艺启智、以艺促美”的育
人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依托“三
热爱”合唱节，逐渐将其升级为“阿卡贝拉
合唱艺术节”，目前该合唱艺术形式已成为
株洲教育极具影响力的艺术教育品牌。学
校党委书记、校长米仁金介绍说，艺术节旨
在培养每一位南中学子热爱祖国、朝气蓬
勃、团结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增强
行政教学班级的凝聚力，营造积极、浓厚的
校园艺术氛围，培养学生高雅的审美情趣
和良好的艺术素养，让立德树人、核心素养
坚实落地。

南方中学：“星空合唱团”
闪耀全省舞台

▲同学们激情演绎《雪花的快乐》。 通讯员供图

“拍照搜题”App 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神器？

记者昨日在我市多所中小
学周边调查时，同学们都以“抢
答”的速度告诉记者：只要把试
题拍摄清楚并上传，马上就能查
询到相应答案，甚至还有不同的
解法以及详细解题过程。经进
一步调查得知，约有30%的受访
学生用过此类 App，年级跨度则
从五年级至高中。

“爷爷奶奶都不会做，我就

拿他们手机拍照答题。”七年级
的小陈告诉记者，平时爸妈下班
回家很晚，有时候题目做不出来
只好求助爷爷奶奶，但是他们基
本都不会，所以爷爷奶奶愿意提
供手机帮他查题。

“小孩每次作业一下子就做
完了，我一开始以为是他都懂
了，后来才晓得他是网上找的答
案。”家长彭先生说，儿子现就读
六年级。从去年初开始，儿子经
常以查询资料为由，向他们借用

手机。一开始觉得手机查阅资
料确实方便，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后来发现，孩子在家做题迅
速准确，考试起来却一塌糊涂，
这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后来
询问才了解到，孩子很多作业都
是从App上抄来的答案，自己根
本就没弄懂。

六年级的小李同学说，有的
题目爸妈也不会做，所以只好和
爸妈一起查解题答案。

不过，尽管教育部要求拍照
搜题类软件“暂时下线”，但记者
昨日上网搜索发现，“作业帮”

“小猿搜题”等常用的搜题软件
依然能随意下载。

记者随意登录一款 App 测
试，只要直接申报为“家长用
户”，再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就能实现搜题功能，并不需要人

脸识别核对。此外，有的App虽
然对空白试题有拍摄限制，但记
者实测发现，只需在试卷空白处
随意填写数字然后再拍照搜题，
照样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还有的 App 将拍照搜题换
了个名称，叫“视频答疑”，但是
功能就是拍照搜题。

一家 App 企业此前公开表

示，其题库题目数量已达 3 亿。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题目都能在
这里找到“答案”。记者随意拍
摄了几道数学题，发现确实都能
快速搜索到解题过程和答案。
一张完整的六年级数学试卷，一
般几分钟即可轻松完成。

“很多题目家长也做不出
来，如果没有这类 App，还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家长曾新说，由
于长期脱离学习，现在小学高年
级的题目有时都做不出。要是
没有这类 App，还真不知道该怎
么帮孩子完成作业。

作为芦淞区教科研中心副
主任，吴志敏还担任过初中学校
校长，他表示，很多年前就知晓
这些搜题 App，不仅很多家长和

学生在使用，并且自己也曾带着
孩子使用过。

吴志敏认为，要分情况来看
待这类软件。对于学习不够自
觉的孩子来说，这种App很容易
成为他们偷懒的“工具”，产生严
重的依赖性和惰性；对于学习自
控能力较好的孩子来说，能够从
中得到更多解题方法，有助于开
阔思维。但前提一定是在家长
或老师的监督下使用。

不过吴志敏坦言，即使有父
母监督，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还是容易产生依赖，比如他就发
现，自己的儿子还算对学习上进
自觉，但用过这类软件后，总想再
去搜搜。尤其对于很多父母不在
身边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以控
制。因此，他认为应尽量减少使
用该类软件，特别是随着“双减”落
地，各校课后服务日渐完善，学生
最好是通过学校老师完成答疑。

“拍一拍”就能瞬间答题

禁令之下仍有“空子”可钻

家长各有焦虑和担心

记者手记 期待更好的解决路径
戴 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