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岁少女服下整瓶药物后陷入深度昏迷 ，
心跳骤停， 意识丧失。 悲痛欲绝的家人一度想
到， “要捐献器官来延续女儿的生命”。 为不放
弃挽救生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
积极联络， 女孩被转入该院， 重症医学II科重症
医护团队力挽狂澜， 奇迹般唤醒了年轻的生命。

点评： 虽然家属已经签署了器官捐赠协议，
但是医生却依然坚持救治。 “不会为了救治生
命， 而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
望， 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医生掷地有声的
话， 彰显医者仁心。

■本期点评 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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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节日期间， 北京市西城区官方微信
专门发了一条推送， 为抗疫中又一位 “北京好邻
居” “西城大哥” 刘先生点赞。 原来， 刘先生得
知自己可能是密接后， 迅速把自己隔离在私家车
内并立即拨打110报告情况等专业部门来处理。

点评： 临危不惧， 细微处不忘心中关爱。 为
自己， 为家人， 为社会自觉防疫， 主动切断传播
链， 才是防疫的真谛。 疫情之下， 人们的真善美
发出了亮光。

又一位“中国好邻居”
让整栋楼都没封，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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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自从近年来的打卡文化突然崛起之后， 伴随
着一批又一批的网红打卡地的出现， 各类惊艳绝
伦的美照， 不时地出现在很多人的朋友圈中。 在
引发了众人的惊呼和羡慕之后， 这些敢于拿命换
取美照的人， 也由此出足了风头， 也为此让人们
不禁为他们的安全着实捏了一把汗。

不过， 并不都是拿生命换取美照的人都有这
么地幸运。 很多人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甚
至是生命代价。 前不久， 北京雍和宫北院墙外的
六棵桃树盛开， 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不少游客
不满足于在桃树下取近景， 而是趁着路上车少或
十字路口红灯时， 举着相机、 手机横穿马路， 站
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 在几乎擦身而过的车流边
完成拍摄。 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将这一位置推荐
为最佳机位， 还称 “拍全景和远景绝了”。

这种险象环生的拍照方式也引发了网友热
议， 让人们对周围出现的此起彼伏的不顾及公共
安全的拍照行为提出了质疑。这几年来，我在有关
网红打卡地就见到不少人无视公共安全， 任意地
跑到马路上拍照的情形， 很多时候还是婚庆公司
带领着新郎新娘一起拍照。 很多路过的汽车不得
已等待他们拍完，或者从他们身边绕过去。我看着
都有些担心。可是这些拍照者全然不顾，似乎习以
为常。

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即使在路上拍照， 别人也
得让着他们， 也不会把他们怎样。 像上述雍和宫
北院所在的马路， 也是汽车很多， 并不是没有什
么车辆的清静之地。 因此， 这样的网红打卡地，
实际上也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安全。 有关部门对这
样的网红打卡地应当适当引导， 或者是放置禁止
在马路上拍照的提示， 或者是划定一块公共安全
区域用于拍照。

实际上， 因为在网红打卡地随意拍照而不顾
及生命安全的新闻发生了很多， 几乎每年都有好
多例。 应当看到， 随着各地环境的治理、 绿化的
升级， 很多公路、 铁路、 高速公路都成为了众人
趋之若鹜的网红打卡地。 这些地方一夜之间成为
网红的同时， 都或多或少地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
患， 也陆续发生了很多安全事故。 比如， 青海省
格尔木市的315国道成为网红公路， 在社交平台
上， 一些游客或站、 或坐、 或躺、 或跳地拍照，
全然不顾来往车辆。 据青海交警总队统计， 2018
年至2020年8月， 315国道上因为拍照共发生了8
起交通事故。

在云南大理大学附近， 有一条新晋网红公
路， 站在这条路上， 感觉 “直通” 苍山洱海， 视
觉效果极佳。 近日， 一些摄影公司及个人冒着生
命危险， 在公路中央拍婚纱、 美照。 细数一下，
这样的网红公路有不少。 许多游客和摄影公司到
网红公路打卡拍美照、 拍婚纱、 拍小视频， 在路
中央坐着、 躺着 “拿命拍美照”。 还见到有的人，
为了拍美景趴在铁轨上拍照片而逼停火车。 这样
的新闻， 全国已经出现了多起。

其实法律对此有明文禁止的规定。 我国 《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未经许可， 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为了拍美照， 为了在朋友圈中出风头， 而把
个人安全、 他人安全置之不顾， 本身就是违法行
为。 不过， 很多当事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也让我感到，类似的网红打卡地，急需要有关部
门进行安全提醒， 设置警示标语、 警示线、 围
挡，加大安全巡逻，对触犯者高线处罚等。 因为，
不顾及公共安全的网红打卡， 就是对整个社会安
全的漠视， 需要加大提醒和处置力度。

近日， 山东济南的一座写字楼因为疫情突然
被封控， 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成了许多人的心
愿。 这时候一位退伍军人出手了！ 张化珂是一名
退伍军人， 他曾当兵5年在炊事班呆过1年。 张
化珂淡说： “写字楼里有很多外地来的， 让他们
吃上可口的家常菜， 就不想家了！”

点评： 军人退伍不褪色， 在战 “疫” 时刻，
不忘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与力量， 是真正的英雄
本色。 疫情总会过去， 而这份爱心燃起的星星之
火， 将不会熄灭。

退伍军人做出部队标准家常菜
用色香味俱全温暖陌生人

近日， 吉林长春一位高校女老师戴卡通头套
上网课， 角色多变有趣， 学生好评如潮。 学生从
进入课堂开始就与老师互动， 全班都处于一种兴
奋的状态， 再也不是那种 “老师讲学生听” 的沉
闷状态了。

点评： 不管是靠什么手段， 能够在网课上抓
住学生的心，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李老师通过
自己可爱的行为， 让学生们提起了上课的兴趣，
这就值得赞赏。

老师上网课百变卡通人物
这样的老师谁能不爱呢？

武汉市民周俊是一名夜班的士司机， 妻子王
芳每天为他准备夜宵。 王芳把她做夜宵的过程用
视频录下来， 发在网上， 目前已在短视频平台发
布了105条内容， 晒出的美食每天不重样。

点评： 虽说做的都是家常菜， 但是热菜热饭
中却饱含着浓浓的爱。 一座城市， 一盏灯， 一顿
热饭， 是生活中甜蜜的幸福。

夜宵百天不重样
一粥一饭是幸福的样子

躺公路中拍美照
别要美不要命啦

少女濒临脑死亡
医生不放弃拼力救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