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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垃圾丢弃时要注意
生活垃圾在丢弃时大部分除了气味难闻外，危险性并不大。不

过，在一些特殊情景下会产生一些比较“危险”的垃圾。在丢弃这些
垃圾时需要十分小心，这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保护，也是对环卫人
员的保护，更是对大自然的爱护。

破碎的陶瓷要包装好后再扔，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属于其他垃
圾。碎玻璃可以通过重新熔化的方式再做成玻璃，而陶胎是由无机
氧化物烧结而成，如果想把陶瓷碎片再次烧结一起，就没那么容易
了。所以陶瓷制品一般都是作为不可回收制品，属于其他垃圾。

还有一些有毒有害垃圾存在污染环境、致人伤害的风险，在丢
弃过程中也需注意。现在工艺制作的节能灯中大多含有化学元素
汞。如果1毫克汞渗入地下，就会造成360吨的水污染；汞也会以蒸
气的形式进入大气，一旦空气中的汞含量超标，会对人体造成危
害。灯管破碎后会有荧光物质外泄，荧光物质一般有毒性，不论灯
管是否破碎，都需
要用柔软物件包
裹、打包固定，投入

“有害垃圾”桶中。
（来源：网信湛

江 吴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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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打滑”，“骑手”摔伤，
谁担责？

本报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朱姣

在农村道路，经常能看到一些运送砂石的车辆，摇摇晃晃“撒”
出一些砂石来。万一有摩托车、电动车因此滑倒导致人员摔伤，这
个责任谁来负？前不久，韶山的周某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直到借
助法律才艰难维权。

去年 9月的一天早上，周某骑着两轮电动摩托车送儿子上学，
途经韶山市某村道下坡时，因地上砂石导致车辆打滑后摔倒受伤。
在医院，周某因多处粉碎性骨折住院 20天，伤情经鉴定为十级伤
残，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损失合计16万余元。

事后调查得知，周某摔伤路段的细砂，是胡某驾驶无号牌三轮
摩托车帮甲村在运砂石的过程中不慎掉落的。甲村因建设需要，将
部分砂石购买及运输业务包给本村村民胡某，胡某从砂石厂购买砂
石再拖运到甲村。另外，事发路段属乙村养护、管理范围，由乙村聘
请保洁员保持路面清洁。

在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后，周某一纸诉状告到当地法院，要求
判令胡某、甲村委会、乙村委会三被告共同赔偿损失17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胡某无驾驶证、行驶证驾驶机动车，事发时未适
量运载砂石且未采取表面加盖遮挡物等安全措施，亦未及时发现砂
石遗撒采取补救措施，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应对事故发生承担
相应责任。

此外，法院认为，被告甲村委会将其砂石购买及运输业务包给
胡某，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且未审查胡某驾驶证、行驶证及
车辆运输条件，未督促其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事故发生，应承担
一定责任。

至于乙村委会，法院认为其作为涉案道路的管理者，负有定期
清扫、及时清除路面杂物及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义务。虽当日遗撒
砂石至事故发生的间隔时间较短，但公共道路管理人的责任为过错
推定责任，且未能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实际责任，导致事故发生，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法院认为，周某在无证情况下驾驶两轮电动摩托车，在光
照充足的条件下，未仔细观察前方路面情况，驶上覆盖有砂石的路
面后摔倒，对此次事故发生有一定过错，可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原、被告过错程度、过错对事故损害后果等因素，法院最终
认定胡某、甲村委会和乙村委会分别承担 45%、15%和 10%的民事
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负担，遂判决胡某赔偿损失 74733
元，甲村委会赔偿原告损失24911元、乙村委会赔偿原告损失16607
元。

检察官来断“家务事”
本报讯（记者 赵明 实习生 袁可怡）“以后能把日子过好了。”

因为一起故意伤害案，林某和妯娌差点“老死不相往来”，好在检察
机关日前促成两人刑事和解，让林某感慨两家日子都会好起来。

林某和谭某是一对妯娌，2022年夏天，谭某和林某因琐事发生
争执后，气急败坏地从家里抄起一把镰刀准备砍掉林某家的自来水
管泄愤。林某上前阻止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她因此受伤，其伤情
构成轻伤二级。后经鉴定，妯娌谭某有精神病史，且案发时处于精
神分裂症发作状态。

家事升级成刑事案件，案件被移送至湘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检察官审查发现，谭某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作
状态，为限定责任能力人，且本案是由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轻伤害

“小案”。检察官介绍，办理这类案件，如果就案办案、机械司法再
“一诉了之”，不但双方心结未解，还可能再次爆发冲突。若谭某真
诚悔罪，检察机关促成向受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获其谅解，达成
和解协议，不仅检察机关可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也能修补两家破
裂的关系。

由检察官牵头，派出所、村委会共同参与协商，经过3小时的调
解，双方当事人接受了调解方案，这桩妯娌间的“家务事”最终得以
和解。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积极践行“枫桥经验”，尤其在办理涉及亲
戚、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时，积极延伸检察监督触角，以化解问
题矛盾为导向，将履职办案与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有机结合，既让被
害人得到慰藉，更体现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彰显新时代检察担当。

言传身教
在“黑白”两色间演绎精彩人生

郭湘宁由爷爷郭培元一手带大。老人十分注重
子孙教育，他从不抽烟喝酒打牌，年轻时就对书法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学书法，这些都无形地影响
了孙女。郭湘宁表示，爷爷身上传递了很多正能量，
都值得学习。

谈到书法，爷孙俩不禁想起郭湘宁小时候刚学
书法时的场景。“木板、木凳上都写满了毛笔字。”郭
培元回忆孙女最初习字时没有专门的纸就在家里的
木凳上写，木凳写满了就在木板上写，就这样郭湘宁
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小孙女的教育，郭
培元同样严格，在小孙女两三岁时就把空纸盒剪下
来做成卡片，让小孙女在废报纸上练习书法。

爷爷每天都会给孙女布置 10张纸的书法练习任
务，并花时间精力仔细检查。郭湘宁说：“那时候 10
张对我来说觉得好多。”淘气的郭湘宁面对爷爷布置
的任务，动起了小心思，她把自己以前写好的混在里
面滥竽充数，给爷爷检查。本以为看不出来的郭湘宁
根本瞒不过爷爷的“火眼金睛”，从那之后爷爷每天都
会数一遍孙女写的字。见孙女说起儿时糗事，爷爷笑
着说：“大多数时候还是很自觉的。”

在爷爷的监督和影响下，郭湘宁练书法也特别能
坚持。她记得 2008年冰灾时，她和妹妹在妈妈和姨
妈的陪伴下，在厚厚的冰雪中坚持走了一个多小时，

也要坚持去上课。“裤袜里面全都是冷冷的冰水。”郭
湘宁对当时鞋袜全湿、还坚持上课的情景记忆犹新。

因为传承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追求。小学三
年级时，郭湘宁获得了全国少儿书法比赛二等奖，平
时班上的书法比赛、黑板报，都有郭湘宁的身影，这都
离不开郭培元的谆谆教导。“特别感谢爷爷对我的熏
陶。”郭湘宁说，有一门特长很有优势，特别感谢爷爷
平时的严格教育。

刚入门的郭湘宁最开始练习曹全碑的隶书和
欧阳旬的楷书，高二时她决定继续深入学习书法，
走艺考这条道路，高三下学期她几乎每天从早写到
晚，顺利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大学继续钻研书法，后
来在长沙一所学校担任书法老师，如今已回湘潭创
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她自己也从一位社恐小姑娘变
得落落大方。郭湘宁认为，能把爱好当事业，还能
发扬传统文化，“黑白”两色之间其乐无穷。

厚土深耕

在“百味”人生里经营幸福婚姻

郭培元最开始着手写家书一方面是教育子孙，另
一方面也是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一种担忧。郭培元
说：“现在的年轻人倡导婚姻自由，不愿结婚生子。”他
在家书家训中，把婚姻单独列出来，重点阐述。郭培元
认为，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

是关乎一个国家大事。“家之兴，国之强，民族之盛也，
青年创建家庭，创建事业，二者相兼……”郭培元热情
的翻开家书给我们朗读其中的片段，不难看出他编写
的家书考虑的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关乎国家层面。

岁月失语，家风能言。郭培元诵读了大量经典，
把人生感悟和名人故事改编成家书，囊括了读书、婚
姻、家庭、亲情、孝道、诚信、交友、财富等 25个方面，
如今已数易其稿。郭湘宁记忆中，爷爷家书的思想一
直存在于他为人处世、教育子孙的方方面面。她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也得益于爷爷潜移默化的影响，把家
书作为“嫁妆”，传承的不仅仅是那一本本家书，更是
一代代人的薪火传承。

在教授书法时，郭湘宁也把自己所学用心地教给
自己的学生，当自己的学生为学校写校名获选后，郭
湘宁感到十分骄傲。

“爷爷传给我，我还可以传给儿子。”郭湘宁深受
良好的家风熏陶，也希望儿子将家风家训传承下去。
她儿子虽然还不会写字，但已经有了练习书法的意
识，看到妈妈练字，两岁半的儿子便闹着说要写字，郭
湘宁十分欣慰地看着他在白纸上肆意涂写。

郭湘宁说，承载着爷爷浓浓爱意与祝福的家书远
比一箱箱黄金更沉甸。今年下半年，郭培元小孙女也
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他目前正在重新整理、修改、抄
录，准备也送一份给小孙女当“嫁妆”。纸短情长，特
别的“嫁妆”饱含了郭培元对孙女们精彩人生的鼓励
和期待。

本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李天有 唐艺
丹）“没想到一个电话竟解决了我一直担心的
问题。”8月21日，湘乡市中沙镇公略村的五保
户熊仲梅老人，紧握住国网湘潭供电公司电力
联络员谭武伟的手，不住地说感谢。

今年76岁的熊仲梅，居住的是一幢建于上
世纪的老旧平房，住了快 30年了，家中使用的
仍是建房时的线路。在熊仲梅家，我们看到，
房子没有装修，卧室、厨房、客厅墙上的电源接
板早已泛黄，部分铝线已出现破皮、开裂现象。

8月 19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熊仲梅拨
通了村里的电力联络员电话，说出了这桩烦心
事。接到老人的诉求后，谭武伟做好记录，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仔细勘查房屋电气走线、电
器设备，发现老人家中线路凌乱，老旧烧坏的
开关混合使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考虑到老人的实际困难，依托“党建引领、
村网共建”工程，8月21日，谭武伟再次来到老
人家，义务更换了破损线路和设备。离开前，
他向老人发放了用电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安全
用电知识和注意事项，并嘱咐老人，还有用电
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和他联系。

今年 4月，国网湘潭供电公司以“村网共
建”为载体，成立电力便民服务点，为村内的
五保户、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建立台
账，收集该群体的用电需求，并据此与驻村第
一书记、电力联络员共同制定“一对一”服务
计划，按月定期到上述群体家中检查巡视线
路等。同时，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讲、抽水表
计用电隐患排查等活动，实现“办电不出户、
问题不出村”。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与当地 43
个村委会签订“村网共建”合作协议，设立 25
个电力便民服务点，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

一份特殊的“嫁妆”
本报记者 廖艳霞 实习生 丁梅秋 通讯员 颜斯

这一套《感
悟》分上、中、下
三卷，是爷爷送
给郭湘宁的特
别“嫁妆”。
（记者 陈旭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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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潘莉）前
不久，湘乡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来了一位特
殊的当事人——她递交了两纸诉状，一张
告丈夫，一张告儿子。这件事的缘由，还得
从几年前说起……

1993年，傅某与廖某登记结婚，次年生
育一子。可 2010 年傅某患上了糖尿病，
2017年病情逐渐恶化，2020年更是导致双
目失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也没有了生
活来源。

傅某曾向自己所在村组求援，希望丈
夫和儿子能在经济上尽扶养义务和赡养义
务。村组干部为此多次为傅某与其丈夫和
儿子沟通，但是廖某只承诺会负责却不支
付任何费用，其儿子也一直不予回应。

了解傅某的情况后，立案庭工作人员
立即将两起案件转入诉前调解中心，启动
诉前调解程序。诉前调解中心的特邀调解
员通过各种途径与傅某的丈夫和儿子取得
联系。因两人均在外打工不能回来参与调
解，该中心采用音视频远程调解的方式，组

织双方当事人线上调解。
经过特邀调解员耐心细致地做工作，

这一家人终于达成一致：由傅某的丈夫每
月 25日前支付傅某扶养费 900元，傅某的
儿子每月 20日前支付傅某赡养费 600元。
鉴于傅某双目失明无法取款，协议约定支
付至指定村干部微信上，再由村干部转交
现金给傅某。至此，不到一周时间，两起纠
纷快速得以化解。

为切实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湘乡
法院在立案庭设立了家事纠纷调解室，聘请
了40余名特邀调解员从事诉前调解工作，这
些特邀调解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
书记、村委会主任、退休的教职工等等，他们
了解基层、了解民生、熟悉行业知识、善于做
群众工作，热心调解工作。立案庭法官定期
对特邀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平时予以个案
指导，不断强化家事纠纷的诉前调解和多
元化解，融通情、理、法，不断加大调解力
度，畅通妇女儿童维权“最后一公里”，为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法治力量。

维护妇女权益 法院显担当

八月的晌午，骄阳似火，雨

湖区昭潭街道白石社区郭培元

家却显得分外宁静。简洁的书

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大叠新旧

不一的书籍，黄褐色的牛皮纸上

“感悟”二字十分醒目，翻开每一

本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家训。

又到了郭湘宁回家看爷爷

的日子，77 岁的老党员郭培元

正坐在桌前静静翻看着面前的

家书，每一本都蕴含着老人丰富

的人生感悟。“忠厚传家久，诗书

继世长”。2019 年，郭湘宁出

嫁，老人也抄写了这样厚厚的几

大本家书当作嫁妆送给孙女，祖

孙三代的家风故事也从此有了

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