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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何蓉娜

本报讯 2024年春运已开始，“史上最

长春节假期”激发“探亲+旅游”集中出

行。春运期间也是各类谣言滋生蔓延的高

发期，以2024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年为契机，日前，嘉兴网警联合高速交警等

联勤单位，在大云原沪杭高速主线收费站

举行春运暨打击网络谣言启动仪式。

嘉兴网警专门收集了全国各地与春运

有关的谣言案例12起，如“春节高速不从

ETC通道出高速将全程收取过路费”“退

票窍门：20%高铁退票费可降至1.76%”

“春运可领微信红包补贴”等极易引发网络

转发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向广大驾乘人

员宣传不信谣不传谣。

春节平安出行
莫信网络谣言

通讯员 鲍彩红 何梦丽

本报讯 近日，天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

所组织民辅警走进辖区农贸市场，开展“平

安早市”活动，向早市商贩及采买群众宣讲

安全防范知识，把平安装进群众的“菜篮

子”。

民辅警针对冬季安全隐患和治安实

际，发放资料、现场讲解，面对面向过往群

众宣讲防盗、防火、防诈骗等安全防范注意

事项，提醒大家不要忙于过节就疏忽大意，

遇事要冷静、不贪图小便宜。

民辅警还特别针对容易受骗的老年人

群体，详细剖析了养老诈骗最新手段，提醒

老人们“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要及时寻求

民警或年轻家人的帮助”，保护好自身财产

安全。

“前几天，我真接到了疑似诈骗的电

话，有点半信半疑。今天听了安全防范宣

讲，我确认那就是个骗局，以后一定不会上

当！”前来买菜的王大妈说。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卢笑晨 应玲玲

本报讯“感谢检察官姐姐给我机会，

我已经坐上回家的列车，陪父母一起安心

过年了。”1月31日下午，刚被缩短了考验

期的小冬（化名），高兴地给永康市检察院

检察官打来电话报信。

17岁的小冬和小明（化名）受他人纠集，

参与到因偶发矛盾产生的斗殴中，期间有1

人轻伤、2人轻微伤。案发后，双方自行达成

刑事和解。2023年5月29日，永康市检察

院经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对小冬和小明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10个月。

“审查时，我们发现小冬和小明都存在

思想不成熟、盲目讲义气等问题，且父母均

长期不在身边，家庭监管缺位，需要介入帮

教挽救。”检察官说，依托与永康市平安志

愿者服务中心签订的“星光计划·未成年人

社会观护项目”，永康市检察院组织1名检

察官、2名社工和若干名专业人员，共同对

二人制定个性化考察帮教计划。

之后，检察官与社工定期上门走访，了

解小冬和小明的生活状况，并针对性安排

了高考志愿者服务活动、敬老院卫生活动、

看望困难老人以及学堂场地建设、重走红

军路、参观拘留所等公益活动。与此同时，

检察官多次与二人在异地务工的父母联

系，引导他们更多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增强

亲职教育。

“参加高考志愿服务的时候，看到学生

们为了高考努力拼搏，我内心非常触动也

很向往。回去以后，我想了很久，想好了自

己今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深刻反省

了自己的过错，也明白了触犯法律的代价，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已经改过自新，

努力回馈社会。”活动结束后，小冬、小明与

检察官和社工交流志愿心得时，检察官能

明显感受到他们内心的转变，以及对未来

生活的明确目标。

综合小冬和小明在考察帮教期间的积

极表现和悔罪情况，2023年12月，社工向永

康市检察院提出对二人缩短考验期的建议。

2024年1月26日，永康市检察院启动

缩短考验期的不公开听证。听取社工、辩

护律师及侦查人员的意见建议后，听证员

一致认为二人在附条件不起诉期间遵守各

项规定，表现良好，没有再犯新罪，可以对

二人缩短考验期为8个月。

1月28日这天，恰是小冬、小明为期8

个月的考验期结束的日子。这一天，永康

市检察院依法对小冬、小明作出不起诉决

定，并提醒二人吸取教训，认清行为性质，

彻底思想矫正、行为纠偏。

“两次听证会让我们感受到了法律的

温暖。考验期虽然结束了，但我们不会就

此放松，一定珍惜这个机会，诚实守信、遵

纪守法。今后如果有志愿者活动，我们还

要参加。”小冬和小明对检察官郑重承诺。

自2022年以来，永康市检察院已对

63名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并

通过“星光计划”因人施策开展普法教育、

就业指导、就学引导等教育矫治，促其重新

就学或就业，真正起到教育、挽救的目的。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周滟

本报讯 工人不慎跌入混凝土搅拌

机高位料仓，全身除头部和一条手臂外

全部被掩埋……危急时刻，消防救援人

员及时赶到，5小时生死救援，最终成功

将被困工人救出。

1月30日11点54分，湖州市南浔区

和孚镇一建筑公司内发生险情：一工人

掉入运行中的混凝土搅拌机高位料仓。

所幸值班室人员通过监控及时发现，紧

急停止了机器运行。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

场。双林消防站站长曹杰通过绳索缓降

进入料仓内部查看发现，虽然被困工人

生命体征良好，但随时有被斜坡上下滑

的黄沙淹没的危险。于是，消防员一边

清理被困工人头部周围的黄沙，一边用

木板进行保护，防止被困人员受到二次

伤害，并利用移动供气源进行内部供氧。

由于被困人员位于沙坑坡脚，救援

效果甚微。现场随即调整救援方案，消

防员与企业负责人拟定从料仓下方切割

一个口子，将料仓内的黄沙全部排出。

经过紧张的切割作业，口子被切开，消防

人员先用铁锹、耙子等工具手动清除被

困人员周边的黄沙，然后再用消防车出

水将黄沙冲出，同时安排1名消防人员在

内部进行保护、供氧。

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

员被成功救出，没有生命危险。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金淑丽

本报讯 投资失败欠下百万巨债，妻

子离婚带走女儿，紧接着又查出患有恶

性肿瘤……拿到这种悲情人生“剧本”，

是摆烂“躺平”、还是勇敢面对？事情真

实发生在80后男子魏某身上。最近，在

武义县人民法院的帮助下，连续多年坚

持还债的魏某用诚信为自己赢得了“从

头再来”的机会。

魏某的债务是3年前开始“爆雷”

的。2020年，陆陆续续10来个金融机构

到法院起诉魏某要求还钱，算下来，他拖

欠债务本息一共133万余元。因为还不

上钱，魏某被法院强制执行。

“之前借了钱拿去投各种项目，后面

债务越来越多。”想起当初迫切想要赚钱

的心态，魏某觉得自己那时简直是“鬼迷

了心窍”。直到妻子起诉离婚、法院来强

制执行，他才清醒过来。

一边，在法院调解下，魏某跟妻子离

婚协议约定女儿由对方抚养，他每月出

1500元抚养费；另一边，他主动报告自

己所有的收入明细，随时接受法院传唤

调查、严格遵守限制高消费规定。除了

基本的生活费和抚养费，剩下的收入，他

全部交到法院用于偿还债务。

“除工资收入外，魏某和其前妻、女儿

名下都没有查到任何财产，一家人原先就

住在魏某父母的老房子里。”承办法官鲍

圣锴介绍。2年时间，魏某靠固定收入陆

陆续续偿还了近22万元。可因债务利息

在持续增加，本金并没有明显减少。

“按照这个节奏，每年几乎也只能还

还利息。”2022年10月，魏某向武义法院

申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武义法院裁定

受理后，管理人针对魏某偿债意愿强、但

实际收入不足以支付高额利息的情况，

帮他制定了个人债务清理的重整计划。

基于此前魏某诚信还款的表现，最终债

权人一致同意豁免利息46万余元，剩余

87万余元5年内分期清偿。

2023年7月，重整计划通过后的第

一个月，魏某就凑钱先偿还了首期的15

万元。原以为生活会回归正轨，可现实

却又给了他沉重一击。2023年8月单位

体检时，魏某查出患有恶性淋巴瘤。

“瘤子拳头那么大，位置不好不能直

接切除。前期要到杭州化疗6次，治疗加

上陪护得不少钱。”管理人、浙江前程律

师事务所律师潘伟萍说，按照计划，到

2024年7月，魏某得偿还12万余元，可

现在他治病需要用钱，化疗还得经常请

病假，收入也会降低，还款怕是比较困

难。管理人第一时间向所有债权人通报

情况。没想到，大家都同意魏某把工资

优先拿去治病。魏某也承诺，等缓过这

阵，必定尽早努力偿还债务。

2023年12月，结合魏某的治疗方案

及其希望尽快还款的意愿，管理人又重

新调整了重整计划：5年的还款时间延长

至7年，用于治疗的费用可作为生活必备

开支不被执行，剩余收入再用于偿还债

务。

“债务缠身，又患上癌症。本以为他

会摆烂‘躺平’，没想到他还是很乐观积

极的。”鲍圣锴说，多年来魏某对待债务

一直都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患病之后也

没有说想要逃避，“他用实际行动获得了

债权人的信任。”

近日，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魏某

的“二次重整”计划获高票通过。

缩短考验期后，他坐上了回家过年的列车

民辅警走进菜场
“平安早市”开张

工人跌入搅拌机 消防5小时生死救援

背负巨债又患癌，80后男子用诚信赢得“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