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2月1日10时

10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两架飞机

在大阪伊丹机场的停机坪发生碰撞事故。

全日空航空公司称，其客机在伊丹

机场着陆后，向停机坪移动途中，机体右

翼前端撞上另一架准备起飞的全日空客

机右翼。两架飞机上当时都有乘客和机

组人员，抵达客机乘客为 65 人，准备起

飞客机乘客 69 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

伤，但导致该机场 10趟航班取消，350人

出行受到影响。

近期，日本多地机场屡屡发生飞机

擦碰事件。1 月 16 日，日本北海道新千

岁机场两架客机发生擦碰事故。而在 1

月 2 日，羽田机场一架日本航空公司飞

机与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后起火，

事故导致 5人死亡。

（据海外网）

日本机场客机碰撞事故细节曝光：

两架飞机相撞 上面皆有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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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最近胡塞对

红海航道至少发动了 34 次袭击，

实际上可能已经接近 40次。

在 这 期 间 他 们 发 射 了 将 近

200 枚反舰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看似打得毫无章法，有点乱打的

意思，但每次攻击基本都是精确

打击。虽然发射的大多数反舰武

器都能被美军宙斯盾舰拦截，但

胡塞武装仍然抓住时机命中多艘

商船，包括美英两国的商船，尽管

没有打中军舰，但成功封锁了红

海 90%的航运能力。

美英联军信誓旦旦对胡塞武

装发起了十几轮空袭，两次大型

空袭的摧毁率都超过了 90%，剩下

的小规模空袭摧毁率达到了百分

之 百 。 按 照 美 国 公 布 的 战 果 来

看，首次空袭打掉了胡塞武装百

分之二三十的反舰能力，后续的

空袭至少摧毁胡塞武装 26 套反舰

导弹发射器及其部署设施。仅在

1 月 18 日凌晨左右，美军用战斧

导弹一次性打掉胡塞武装 14 辆导

弹发射车，由于胡塞武装出动的

导弹车有点多，美军同时动用了

宙斯盾舰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同

时齐射战斧导弹。

美英联军不仅摧毁胡塞的武

器系统，还炸死了胡塞武装很多

导弹专家，这些才是胡塞武装最

宝贵的财富。据阿拉伯天空新闻

统计，美英对胡塞武装的精确打

击至少杀死了 75 人，包含伊朗和

真主党及其胡塞武装自己的导弹

专家。

（据头条网）

欠债人连发20个250元
债主怒而不接拉黑对方

法院：不能视为债主拒收，欠款人需重新支付
裁判文书生效后，被告以 20

个金额为 250 元的微信转账向原

告支付欠款，原告未接收并拉黑

了对方，这种行为能否视为原告

对被告欠款的拒收？原告申请强

制执行，法院是否支持？

案情

齐某向张某购买货物一宗，

但长期拖欠货款。张某遂将齐某

诉至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被告齐某向

原告张某支付货款 5000 元，若不

能按期如数支付，则需另行支付

违约金 1500元。

调解书生效后，齐某通过微

信向张某发送 20 个金额均为 250

元 的 微 信 转 账 ，合 计 金 额 5000

元。张某收到红包后感觉受到了

侮辱，于当晚报警，并在微信上将

对方拉黑，也未接收转账红包。

最终，张某未能收到欠款，遂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齐某随即

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自己已经履

行了还款义务，但张某拒绝接收，

错在张某，故请求法院驳回张某

的强制执行申请。

裁判

本案审查的重点是原告张某

不接收被告微信转账的行为能否

视为对被告欠款的拒收？

法院审查认为，欠款人齐某

应当依照调解书的约定向债主张

某支付货款，但齐某在未与张某

沟通的前提下，以每笔 250 元进行

微信转账，且微信转账未标注性

质和用途，导致张某认为该行为

具 有 较 明 显 的 侮 辱 性 而 拒 绝 接

收，这属于欠款人履行方式不当，

不能视为债主拒收。

此外，微信转账并非支付欠

款的唯一选项，在微信被拉黑后，

齐某未采取其他履行方式进行补

救 ，导 致 还 款 义 务 没 有 履 行 完

毕。履行期限届满后，张某向法

院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法院

最终裁定驳回齐某的异议请求。

说法

就本案来说，鉴于公众的普

遍认知和感受，以“250”元微信转

账支付欠款的行为，已经有悖于

公序良俗，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受

到否定性评价。法律不是唯一的

社会规范，但无疑是重要的社会

规范。法律应当是“导人向善”

的。以公平公正、合法合情的裁

判，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判

断和行为准则，是法官的应尽职

责，也是司法的应有之义。

（据新湖南客户端）

老年化程度加深 养老金令人担忧？
财政部回应：结余近6万亿，能够保证按时足额发放

在 2 月 1 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几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得

到有效改善。截至 2023 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接近 6万亿元，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是能够保证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们对养老

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以及养老金制度能否持续有

所担忧。

对此，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司长侯俊明表示，为确

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不断

加大财政补助力度，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

保险补助资金约 1万亿元，重点向基金收支困难的中

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地方各级财政也积极

落实相关支出责任，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2022 年起，我国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全

国范围内对各地基金结余进行合理调剂。2023 年全

国统筹调剂资金规模为 2716 亿元，有效解决了地区

间养老负担和基金结余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此外，财政部配合有关部门，规范各地基金收支

行为，促进筹资和待遇政策更加公平合理，推动养老

保险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对 2024 年的养老金发放，侯俊明表示，将进一步

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力度，深入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养

老服务的支持力度，健全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

网络，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据新京报）

胡塞武装26辆导弹车被炸
75人被杀

红海乱战，让世界摸清美英真正实力

高铁超载无法运行
有旅客被请下车补票？

1 月 31 日 ，有 网 友 发 布 视 频 称 ，

G1956 次列车因车上旅客过多，触发超

载警报，导致无法运行，无座无票旅客被

请下车补票。

视频中，车厢过道挤满了人，有乘务

员称列车无法运行，请无座无票旅客到

车站补票。次日，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

者胡先生。他表示，当时有很多旅客没

买到长途票，只能先购买短程票，准备到

站再补票。结果人数过多触发警报，致

使列车无法运行。

胡先生回忆，列车超载后停止运行 5

分钟，其间有旅客下车补票。之后每一站

都出现超载，自己到目的地时已经晚点。

对此，12306 客服人员回应，不建议

旅客购买短途票后到站补票，上车补票

需要咨询列车员。

（据九派新闻）

村民办酒席被往饭菜中撒盐
官方通报：已向村民道歉

近日，贵州毕节威宁县村民办酒席

时被工作人员往饭菜里撒盐，引发热议。

1 月 31 日，威宁县官方发布通报：1

月 30 日，我县小海镇某饭店有村民为其

孩子举办“剃头酒”。闻讯后，小海镇副

镇长赵某带领镇村相关工作人员前往

劝阻，过程中沟通不畅，发生往食物中

撒盐等不当行为。小海镇党委政府对

此事高度重视，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

批评教育并要求作出深刻检讨。相关

人员已于 1 月 31 日向村民致歉，并获得

谅解。

下 一 步 ，我 县 将 切 实 加 强 宣 传 力

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引导群众

自觉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同

时，督促各级各部门严格依法依规履行

职责，坚决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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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老人南飞过冬

旅居养老，你会尝试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现在不只是年轻人喜欢到处跑，中老年人也爱上了出门“探险”。每到冬天，他们就会像候
鸟一样飞向南方的温暖之地，享受那里的美好生活。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闫女士会在海南度过一个舒适的冬天，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再回株洲。如今，“候鸟式”养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大家不再只是匆匆忙忙地观光，而是选
择在一个地方停留，慢慢地品味当地的风土人情。

飞向南方，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度过冬

天。天元区的刘女士就是这样的人，退休后，

她已经 5 次在南方过冬了，每年都会去不同的

地方。

64 岁的刘女士 8 年前就感受过“候鸟”般

的旅居生活，当时的城市是广州。这些年，云

南、广东、海南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刘女士认

为，活在当下，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趁着

现在身体条件允许，她选择多出去走走，长长

见识，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

谈到“南飞”过冬体验，刘女士说：“今年

我在北海，这里的空气清新、气温舒适、风景

优美，看着蓝天白云、大海和周边的绿叶红

花，心情舒畅极了，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比起住酒店，刘女士更喜欢住在当地的

公寓里。她说，公寓设施齐全，有食堂也可以

自己做饭，价格实惠。在公寓里，她结识了许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游览、交流心

得，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同样选择南飞过冬的还有闫女士。她和

老伴计划着去三亚过冬，亲戚在那边买了房

子。“三亚的冬天很暖和，我腿疼老毛病在那

都没有犯过。”孩子们也鼓励他们到三亚休

养，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南方过冬，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

话说回来，这种旅居生活可不是便宜的事。

那到底要花多少钱呢？我们来听听刘女士的

经验分享。

“5 年前我在海南过冬，选择在五指山市

的一家公寓住下，那时的费用是每月 1800 元，

提供吃住服务，相当合适。”刘女士称，公寓的

价格逐年上涨，现在已涨至近 3000 元，过年时

还会有所增加。

对于旅居的花费，刘女士表示，如果想要

玩得尽兴，每人每月可能需要七八千元；如果

较为保守，四五千元也足够。旅居的开销主

要取决于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她提到了一

对收入较高的朋友，他们每人每月的花费竟

然达到一两万元。

而闫女士就比较“省心”了，亲戚在三亚

有房，省了租住公寓的钱。“我们老两口一个

月大概花费在两千元。”闫女士居住小区的物

价也相对合理，菜价和株洲差不多，水果还更

便宜。

记者走访发现，株洲一些旅行社也看准

了这个商机，推出了旅居项目。他们会把客

户安排在当地的旅居公寓，价格一般在每月

3000元左右。

在游玩方面，那些旅居小区的交通配套

设施普遍不错，让出行变得十分方便。闫女

士提到，海南有很多看房或购物的班车，可以

免费搭乘，方便大家看房和逛商店，对于有这

类需求或没有明确目的地的人而言，可以跟

着这些班车走走逛逛。此外，这里的公交车

和电动游览车也很便捷，无论你想去哪里都

可以方便地到达。

对于年纪稍大的朋友，闫女士建议在入

住公寓后可以选择参加旅游团，到周边景点

游玩，这样既安全又有保障。

除了公共交通工具外，一些小区还提供了

更为便利的交通服务。刘女士介绍，她所居住

的小区出门就有公交车，离机场也不远，还有

观光电车可以搭乘。此外，小区内还提供了共

享电车和共享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便利的交通

环境为旅居者提供了更多出游的选择。

刘女士对这几年的旅居生活总结出了不

少经验，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大

家在选择落脚点时也会相互介绍。”她称，不

建议在私人办的小型旅店居住，卫生、医疗等

条件难以令人放心。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旅居的方式和信

息渠道也变得多样化。”湖南新闻国际旅行社

工作人员说，人们可以选择参加旅居公司或

旅行社的项目，也可以通过参与过旅居的亲

戚朋友介绍，或是自行联系酒店或旅居公寓。

记者发现，网络平台也为人们提供了与

目的地旅居公寓或酒店直接对接的机会，使

得旅居更加便捷和个性化。

对于“旅居”这种生活方式，记者采访了多

位市民，他们的看法各有不同。

“先别提钱，每天要接送孙子，哪有时间？”

孙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由于要照顾年幼的孙

子，她的时间和精力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旅

居虽然美好，但现实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她无

法轻易实现。

四十多岁的王先生则认为，旅居生活方式是

有钱又有闲的人的选择。他坦言，自己上有老下

有小，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目前还无法考虑这种

生活。但他支持父母在退休后去各地旅游，认为

这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丰富生活的方式。

“我们已经约了其他两户人家，准备初六

出发，过了十五回株洲。”何女士对旅居抱有浓

厚的兴趣，她表示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就是自

由自在，不受拘束，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享受

各地的美食和风景。

近日，某平台发布《2023 中国商业养老服

务供需洞察白皮书》显示，城市老年人对不同

养老模式的认知逐步拓宽：除传统居家养老

外，75%的老人知道机构养老；43%的老人知道

托管式社区养老；37%的人知道旅居养老。同

时，公益活动、文艺活动、旅居是城市老人最青

睐的休闲娱乐选择。

据业内人士介绍，株洲市民主要的旅居目

的地城市是海南各市和昆明、西双版纳等。参

加旅居公司旅居项目的人员主要是收入固定

且儿女大力支持的退休人群。

●“候鸟”老人南飞要注意什么

寻找一个舒适过冬的避风港，许多老人却容易陷入误区，忽

视了健康隐患。医生提醒，“候鸟”老人在南飞旅居期间需特别

关注健康问题，采取科学的管理方式。

切忌擅自停药。在南飞之前，老人可先到医院进行全面的

身体检查，并在医生的指导下携带必要的药品。

避免过度劳累。有心脏病史的老年人在运动时注意做好防

晒和补水，避免紫外线过敏和血管脱水等问题。此外，游泳时要

注意出水后的保暖措施，以免感冒引发其他疾病。

警惕静脉血栓。中老年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每坐一个小

时起身走动一下。出行期间，衣着及鞋袜要宽松舒适，保证腿部

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同时，适当补充水分。

注意饮食调养。老年人多有脾胃虚弱，运化无力，应谨慎选

择食物，避免贪凉喜冷和饮食习惯的突然改变。榴莲、芒果等热

带水果虽美味，但对于脾胃湿热、口中黏腻的老人来说尽量少

吃，以免助生湿热。

●记者的话

乡村旅游模式、酒店公寓模式、异地养老社区模式、旅居换

住模式……这些不同的旅居养老形式，都为老年人提供了多元

化的选择，为老年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旅居养老的兴起，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更是老

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网络平台有不少人分享旅居生活。

飞向南方，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度过冬天。

旅居热潮，追求自由

配套不错，渠道多样

享受生活，花费几何？

面朝大海，休养生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