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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形：夺命舰 11：00 13：15 14：35 15：30 17：45

19：00 20：00 21：15 22：15

重生 11：50 13：00 14：00 15：10 16：10 18：20

19：25 20：30 21：35 22：40

刺猬 10：20 11：20 12：20 13：20 14：20 15：20

16：20 17：20 18：20 19：20 20：20 21：20 22：20

姥姥的外孙 10：10 12：30 14：50 17：10 19：30 21：50

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 16：50

名侦探柯南：百万美元的无棱星 10：00

逆鳞 17：20

抓娃娃 10：30

白蛇：浮生 12：05

美达影城（8月27日）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开奖日期：2024年8月26日）开奖

8 月 25 日上午，荷塘区天鹅湖公园，一场放生活动

吸引市民注意。有市民在湖边景观台将 3 大箱泥鳅倒

入湖中。

有游园市民对放生行为产生质疑和担忧。

现场：菜市场买来的泥鳅放到湖里

上午 9时 15分，一辆三轮车将 3个装满泥鳅的泡沫

箱运到公园湖边一处景观台。两名男子将 3 箱泥鳅倒

入湖中。

一名中年男子称，用于放生的泥鳅是从多个菜市

场购买到的，有好几十斤，数量有上千条。

“泥鳅可以起到净化公园水质的作用，还不用担心

被人捕捞。”一名参与放生活动的男子称，放生是在做

善事，泥鳅放生后不会对湖泊中的其他生物造成危害。

公园里的园林工人介绍，市民自发开展的放生活

动已在天鹅湖公园内多次出现，在 8月份该公园已来了

3批放生者，以放生泥鳅为主。

声音：放生行为不能“任性”

放生，在公共水域开展适合吗？

“外来物种不能随意放生。”环保志愿者张女士称，

曾在江边遇到市民放生乌龟、鳝鱼、河蚌，发现有巴西

龟也被市民放生。

市民文先生讲述，曾帮助一名女子往湘江放生过一

只大乌龟，事后才意识到是只巴西龟。而巴西龟属于外

来入侵物种，对生态有极大破坏性，不能随意放生。

“放生，看上去是善举，其实不然。”张女士指出，一

些放生者不懂生态环境，盲目放生，不仅没有保护生

态，反而破坏了生态。“例如，放生泥鳅。这如果泥鳅是

健康的倒也罢了，但菜市场买的泥鳅大都是人工饲养

的泥鳅，生命力不强，放到湖里大概率会死掉，从而污

染了水质。”

市园林养护一所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发现公园内

有放生行为，会进行劝导；如果是放生外来物种将进行

阻止。

建议：应对放生行为加强管理

《野生动物保护法》对放生活动有明确规定：任何

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

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

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

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

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有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

的规范、引导。在存在放生活动的江边和公园，设置宣

传栏和提示，提升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三送”进军营
助临退役军人就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莫锦文） 8 月 26 日上午，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人社局联合株洲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举办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主

办单位携手 50 余家企业走进武警株洲支

队，为临退役军人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

副市长易湘东出席。

下个月，一批服役期满的军人即将告别

军营返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科

负责人介绍，在士兵们临退役之际举办这场

“三送”进军营活动，能够提供返乡安置指导

和就业机会，帮助临退役军人缓解即将迎接

全新生活的焦虑。

活动向每一位临退役军人发放《退役军

人保障法》知识小册，小册子详细介绍了退

役安置、拥军优抚、就业创业等退役军人普

遍关注的问题。现场，多家培训机构为临退

役军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申请登记，株洲籍

退役军人可享受免费培训服务。本次招聘

会提供了 1750 个岗位，涵盖项目经理、行政

管理、店长、销售、一线工人等职业，110余人

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株洲人，可以在
网上换领身份证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小玲）
现在，株洲人可以在网上换领身份证了。

记者查询得知，为方便湘籍居民办理身

份证业务，湖南公安机关在身份证网上补

领、临时身份证网上申领、身份证网上挂失

的基础上，8 月 26 日起，新推出有效期满换

领身份证、姓名变更换领身份证、住址变更

换领身份证、民族变更更正换领身份证、损

坏换领身份证五项全流程网上办理服务。

具体的操作流程，记者昨日操作了一

下，相当便捷。先微信关注“湖南公安服务

平台”公众号，注册并实人认证登录（姓名变

更、住址变更、民族变更更正申请人用变更

前身份登录），点击“微警务”，进入平台首

页，在热点应用栏中选择“身份证业务全程

网办”，点击“非长沙户籍人口”申领通道，进

入身份证业务全程网办平台，选择申办业务

类型，阅读用户服务协议，填写相关信息，提

交办件申请。然后，填写邮寄地址，缴纳工

本费和邮寄费用。

想了解办证进度，申请人可在身份证业

务全程网办平台页面点击所办业务查询。

记者了解到，申请人在身份证办理过程

中，如需咨询相关业务，可在工作日（9:00—

12:00，13:00—17:00）致电 0731-96305。

另外，首次申领身份证需采集指纹信

息，户籍人口性别变更、出生日期变更、公民

身份号码变更导致公民身份号码发生变化

换领身份证，需重新采集指纹信息，上述业

务仍要到公安机关身份证受理窗口办理。

8 月 26 日，记者在位于石峰区清水塘大桥桥头位

置的虹桥夜市，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厕（如图）。作

为夜市的服务配套设施，该公厕颜色靓丽，内设男女

蹲位，配有洗手池、废水粪水收集池，可以做到“日产

日清”，不留臭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摄影报道

菜市场买来的泥鳅放生到湖里
环保志愿者：随意放生可能破坏环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彩色公厕，亮相虹桥夜市

放生者将泥鳅倒入公园湖泊。 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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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到底能不能在小区骑车？一旦发生事故，小区物业、监护人等又需要

承担什么责任？法律专家指出，虽然儿童可以在小区内骑自行车，但监护人有

义务确保他们的安全，一旦发生事故，监护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叶万松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现行法律，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

行为负有监督和保护的责任。如果孩童在小区内骑行造成他人伤害或财产损

失，监护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他强调：“监护人应当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

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在小区内进行危险骑行。”

小区物业在孩童骑行安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物业不仅要提供安全的

居住环境，还应通过宣传教育和适当的管理措施，减少孩童骑行带来的安全隐

患。叶律师指出，物业可以通过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划定安全的骑行区域、定

期举办安全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

在处理孩童骑行引发的事故时，法律与教育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叶律师

建议，除了依法追究监护人的责任，还应该加强对孩童的安全教育，让他们了解

骑行的潜在危险，学会如何在小区内安全骑行。同时，家长也应该以身作则，树

立良好的榜样，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骑行习惯。

小孩骑行撞伤老人致其死亡，家长被判赔80万元

孩子在小区“飞车”，该如何监管？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夏日炎炎，小区内孩童的欢声笑

语 中 却 隐 藏 着 不 容 忽 视 的 安 全 隐

患。近日，株洲少年骑自行车载友不

慎撞倒行人致其身亡，家长赔了 80

万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这一悲剧

提醒我们，孩童骑行安全不容忽视。

“放假了，经常有成群结伴的小

孩在小区里骑自行车，还骑得飞快。”

家住天元区的成女士向晚报记者反

映情况，她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向广

大家长呼吁，不少儿童在小区骑自行

车、玩滑板，希望家长、小区物业注意

引导和监督，以避免类似伤人事件再

次发生。

孩童骑行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法律、教育、社区管理等

多个方面。监护人的责任、物业的角色、社会的期待，这些都是构建孩童骑行安

全体系的重要环节。让我们共同努力，通过法律的规范、教育的引导、社区的管

理，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骑行环境，让小区里的“飞车”现象成为过

去，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安全的保障下，继续在小区的每个角落回荡。

小刘（11 岁）和小罗（12 岁）是朋

友关系。去年 12 月，小刘骑着小罗

的自行车载着对方在株洲一小区内

部道路上行驶。因自行车没有后座，

故小刘站着骑车，小罗坐在座位上，

两手拽着小刘腰部两侧衣服。

骑行过程中，小刘感觉小罗拽着

其衣服骑行不方便，便回头告知小罗

扶着其肩膀。不料自行车随即往左

行驶撞到迎面行走的陈某（60岁），陈

某被撞倒在地后失去意识，送到医院

救治两天后不幸离世。最终，法院判

决被告小刘、小罗及其监护人向陈某

家属赔偿 80 万元。被告不服提起上

诉，近日株洲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这起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

损失，更是对所有家长和孩童骑行者

的警示。

成女士家住天元区星雅韵，她向

记者反映，小区里经常有成群结伴的

孩子在骑自行车，速度飞快，前段时

间还有个老人被撞伤。她说，假期孩

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小区里活动，家

长和物业应该加强引导和监督。

记者走访时看到，小区游乐场附

近停放着几辆儿童自行车，不远处，几

名男孩正在凉亭里追逐打闹。小区物

业工作人员介绍，会有儿童在小区和

地下车库骑自行车，尤其是上下班时

间和晚饭后，这时小区出入人员和车

辆都比较多，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孩童在小区、

公园等公共区域骑行已成为普遍现

象。同时，由于部分家长安全意识不

足或监管不到位，儿童骑行时存在不

少安全隐患，导致“撞伤人”的事件时

有发生。

日前，星雅韵小区业主群里分享

了一起险些发生的事故：“一个四年

级的男孩在滑梯附近骑自行车，差点

撞到了一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业

主郑先生指出，小区的公共空间属于

全体业主，直接制止小孩在这些区域

玩闹或骑行并不合适，但孩子们的安

全意识和预判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家

长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引导孩子注意

骑车安全。他也呼吁物业加强宣传，

以避免潜在的危险。

天元区山水洲城的陈女士也向

记者反映了类似的情况：“有些孩子

会在小区里比赛骑车，看谁骑得快，

横冲直撞的。有时候我在小区散步，

那些骑车的孩子会突然从我身边快

速骑过，如果我不注意避让，就可能

会被撞到。”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部分家

长 对 孩 童 骑 行 的 安 全 意 识 并 不

强。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小区里

骑 自 行 车 是 一 种 锻 炼 身 体 的 好 方

式 ，只 要 稍 加 注 意 就 不 会 有 问 题 。

为了提高安全意识，一些小区群已

经开始发出“禁骑通知”，建议监护

人 提 醒 孩 子 不 要 在 小 区 道 路 和 车

库骑行单车追逐玩耍，以防发生碰

撞造成伤害。

株洲的这起孩童骑行事件，引起

社会讨论。有的居民讲述了自己或

家人被骑行孩童撞到的经历，有的则

提出了对小区管理的建议。“我们不

能因为一次事故就禁止孩子们骑自

行车，但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他们

的安全。”一位业主在群里这样写道。

张阿姨，一位退休教师，她对孩

子们的安全特别关心。她告诉记者：

“我经常看到孩子们在小区里骑车，

速度快得让人心惊胆战。我认为家

长和物业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家长要

教育孩子遵守规则，物业则应该加强

管理，比如设置限速标志，或者在小

区内划定特定的骑行区域。”

在本地网站上，一位名为“sisi”的

网友发帖说：“每次看到孩子们在小区

里横冲直撞，我都为他们捏一把汗。

我们社区应该组织一些安全教育活

动，让孩子们了解骑行的安全知识，同

时也让家长们意识到监管的重要性。”

在街头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

他们理解孩子们想要享受骑行的乐

趣，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小

时候也喜欢骑自行车，但那时候路上

没什么汽车。”一位中年男子回忆道。

荷塘区袁家湾社区，今年还举办

了 一 场 关 于 孩 童 骑 行 安 全 的 座 谈

会。家长们、物业代表、社区工作者

以及法律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

何更好地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我们

希望通过这样的座谈会，让各方声音

都能被听到，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社区中心负责人表示。

记者的话

悲剧发生
孩童骑行安全不容忽视1

小区走访
“飞车”现象普遍，家长监管需加强2

声音
骑行乐趣与安全并重3

责任
监护人需承担赔偿责任4

小区里的提示牌。

儿童在小区里骑自行车，要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