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核老师劈砖
传授物理知识

近日，重庆江北一所中学
的物理老师在课堂上徒手劈
砖，给学生讲解物理知识。

这样别具一格的教学方
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老师示
范成功后，现场有多名学生跃
跃欲试，想亲身挑战。

据“封面新闻”

回音：学好数理化，劈砖也
不怕！

水泥还未干
萌娃踩出一串脚印

近日，湖南岳阳一户居民
在家中的院子里铺设水泥，水
泥刚铺好，家里的萌娃就一路
小跑，在未干的水泥地面上留
下一长串“成长的小脚印”。家
人看到后飞奔上前，将孩子从
水泥地里拎了出来。

大人们笑着说：“家里的
鸡、狗、猫都关好了，就只忘了
她！”

据人民网

回音：“熊孩子”的破坏力
远胜于鸡、狗、猫！

女儿留沪过年
收到十几箱特产

云南的许小倩在上海已经
生活了 9年，今年她第一次留
在上海过年。

为了让女儿在上海过好
年，许小倩的母亲从老家寄来
十几箱快递，大多是家乡特产。

许小倩说，打开快递之后，
感受到父母满满的爱意。

据“看看新闻”

回音：千里万里，也不忘宠
你爱你！

据 2 月 3 日《沧州晚报》报
道，杨洪臣假造藏族身份，多年
来冒充“活佛”，在广东、辽宁、河
北、江苏等地招摇撞骗，发展了
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 50 多名

“信徒”。他大搞封建迷信活动，
敛财骗色、非法行医，严重侵犯
了一些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终受到法律严惩。

无独有偶，王兴夫也伪造藏
族身份，录制所谓“坐床仪式”，
把自己伪造成“洛桑丹真活佛”，
10年间在全国发展弟子3000多
人，非法敛财近 2 亿元，并强奸
猥亵数名女弟子。近日，王兴夫
被判有期徒刑25年。

无赖居然能伪装成“活佛”，
甚至不止一人利用“活佛”身份
大肆骗财骗色，这一幕让人难以
置信是发生在当下。

除了伪造“活佛”身份行骗，
还有不少人打着“大师”的旗号
招摇撞骗，比如气功大师王林、

“盖世华佗”胡万林、“神仙道长”
李一、“食疗专家”张悟本等等。

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不法之
徒趁机兴风作浪、聚众敛财，这
些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道
场”，受骗人数之多、聚敛钱财之
巨、时间之久，为何相关部门没
能及时发现？为何在有人举报之
后，杨洪臣之流仍能继续行骗达
数年之久？

不念佛经念“钱经”、骗色害
命样样精的“假活佛”被依法严
惩，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但由此
不难看出，培育法治的土壤任重
道远。

有的人信仰缺失，给了这些
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要铲除封
建迷信遗毒，最为关键的是要大
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法治精神，加
大对科普的宣传教育力度；重塑
国人信仰，提高国人的“思想免
疫力”，避免再受到骗子的忽悠。

而对邪教及诈骗等违法行
为，民族宗教事务局和公安机关
要加大打击力度，让一切“伪大
师”“假活佛”无处遁形。

假活佛为何能收割“信众”
戴先任

7万多元埋地下多年，发霉变成了“纸疙瘩”
【事件】
一位老人的家人将 7万多

元钱埋在地下多年，结果纸币
发霉粘连。一摞一摞的纸币粘
连在一起，成了一坨一坨粉红
色“纸疙瘩”。中国农业银行沧
州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加班加
点清点，最终为老人兑换人民
币59550元。

1月25日，这位老人拿着崭
新的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
好。

（2月3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bugle163：老人挺不容易
的，7万多元，要攒很多年。就这
么发霉变质了，真可惜。

@喵哥：好在挽回了部分损
失，就当花钱买教训了，以后千
万别再把钱埋在地底下了。

@扎辫子的小女孩：家里如
果有长期不用的资金，一定不
要把钱埋在地下，毕竟钞票是

纸币，容易受潮发霉。

@徐珍：把钱存在银行里很
安全，不用担心被盗，也不怕发
霉腐烂，更不用担心火灾。

@某人：在网上一查，这样
的新闻还挺多的。其实，银行开
户的手续很简单，拿身份证就
能办理。老年人思想传统，做子
女的要多和老人沟通。

@名儿：吓得我赶紧回家问

老妈，有没有把钱埋在地底下。
我妈问我是不是傻，我家住楼
房，根本没有院子能埋钱。

@木子年华：银行工作人员
也挺不容易的，7万多元霉变的
纸币要一张一张数清楚，确实
要费一番工夫。

@团子：说实话，小时候的
梦想是“数钱数到手抽筋”，但
看银行工作人员这样数钱，果
断放弃了小时候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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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80 后、90 后是由电
脑网络陪伴成长起来的，那么说
如今的孩子是抱着智能手机成
长起来的，毫不夸张。

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
开手机，工作需要用到手机，学
习需要用到手机，社交需要用到
手机。频繁使用手机不可避免地

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一些孩子沉
溺其中，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
中，上课恍恍惚惚，已经影响到
了学业。也因此，学校对学生带
手机进校园，一直采取严禁严查
的态度。

近几年来，我们经常从媒体
上看到，因为学生带手机进课堂
被老师没收甚至砸坏的新闻。这
类新闻每次都在网上引发争议，
网友们引经据典，指责校方和老
师态度粗暴，违反了法律法规。

舆论一边倒，造成的后果就
是校方在管理学生时变得畏手
畏脚。

砸坏学生手机的做法确实
简单粗暴了些，损毁私人物品，
也涉嫌违法。但如果不进行严格
的管理，学生们会有样学样，纷
纷带手机进校园，届时学校的管

理难度会越来越大。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通

知》，非常及时，既明确了具体要
求，划出了红线，又给校方赋予
了相应的权利，是有效治理手机
进校园的良策。

但说到底，《通知》不过是一
纸公文，要想真正解决手机进校
园现象，还需要严格按照《通知》
的要求狠抓落实。

我认为，不让手机进校园，
主要责任在家长。

对学生而言，手机不是学习
的必需品，沉迷于玩手机，会严
重干扰学生的学习状态。作为家
长，就不该给孩子配手机；即便
是配了手机，也不应该放任孩子
玩手机，更不能让孩子带手机进
校园。

有的家长溺爱孩子，让孩子

带着手机以方便联系；有的家长
在外地工作，孩子由老人照顾，
对孩子带手机进学校的事，他们
不清楚。

但不论哪种情况，只要家长
想管，总有解决的办法。孩子进
了校园，监护方是学校，家长应
该相信学校有能力管好孩子，不
会让孩子受委屈。如果实在不放
心，还可以随时联系校方和孩子
的班主任。

至于校方，要严格落实《通
知》要求，制定相应的工作细则，
把这件事管细、管好、管牢。同
时，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正向引
导，说明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
适当约束学生使用手机的频次
和时间。

校园禁手机，关键在落实
本报评论员 赵业乾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明确，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
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
园。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
求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
出申请，进校后将手机交由学校
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据2月2日《沧州晚报》12版）

1.6万人“主动投案”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公布了 2020 年监督检查、审
查调查年报。

年报显示，去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61.8万件，处
分 60.4万人。共有 1.6万人向
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6.6

万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
代问题。

对于已步入歧途的“问题
干部”而言，丢掉侥幸心理，迷
途知返、主动投案才是唯一正
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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