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评

2011年10月19日 星期三 统筹 薛军 编辑 黄修成 校对 王泓 版式 杨卫萍

中国新闻 A23

18 日上午，广州军区总医院举行小悦
悦病情新闻发布会。与会专家称小悦悦现
状是部分脑死亡，但四肢仍有知觉，暂时不
能公布脑死亡。院方会密切关注小悦悦病
情。其主治医师文强表示，患者仍然无法实
现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随
时都可能引发生命危险。

面对络绎不绝的热心人士前来慰问女
儿的伤情，悦悦父亲王先生表示非常感激大
家的帮忙。他表现坚定，认为女儿不会让他
失望。

“之前有人说我女儿脑死亡，但医生只

是说这不是绝对的，脑干还没有完全死亡，
我相信医生医术，相信奇迹，医生说没有‘完
全死亡’，我女儿还是很有希望醒过来的。”
但想到后续治疗费用将非常高昂，王先生坦
承这方面是需要更大的帮助。

“根据医生所说的严重程度，我们是再
难以负担后续治疗费，就算肇事者赔偿，估
计不会太理想，因此希望更多热心人士能伸
出援手。善款我愿意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监
督之下使用，不会自己接收。如有多出的
钱，愿意捐给其他患者。”王先生说。

据《广州日报》《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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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部分脑死亡，父亲向社会求助

无疑，在小悦悦惨遭碾压的事件
中，勇敢的陈阿婆收到了一片赞誉。记
者了解到，17日，几个部门对陈阿婆的
行为给予 5000 元、两万元不等的金钱
奖励。

陈阿婆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
奖励，因为她并不是为了钱而去帮助小
悦悦的。但是若是不收钱，是不是又有
些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装清高”呢？这
着实让陈阿婆纠结了一把，善良淳朴的
陈阿婆最终收下了钱，她表示要将这些

钱分给需要钱救治的小悦悦。
17日下午1时许，广州一公司的负

责人沈先生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称征
求悦悦家属的同意后，会将出资捐助悦
悦治疗的费用。该负责人表示，为了让
悦悦尽快恢复，他们公司管理层决定帮
助悦悦一家。

该负责人称，公司决定奖励阿姨 5
万元，也将征求阿姨意见，希望给阿姨
提供一份保洁工作，让老人能够有稳定
收入。

小悦悦的命运牵动了全国人的心，她的每一次心跳都让我们感到震撼。
昨日，记者再次回访事故现场寻找“冷漠路人”，终于找到了18名路人中的3
名，不过3人中只有1人承认自己确实看到了小悦悦，内心受到谴责，其他人仍
坚称没看到。

事发当日 17 时 30 分 03 秒，画面上出现一
名穿绿衣的男人，男子走到距离小悦悦 3 米左
右，往小悦悦这边望了一眼，之后转身返回店
铺。

绿衣男是谁，他是否也曾见死不救？一位
店铺老板亲自向记者证实，画面上的绿衣男正
是他，但他否认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小悦悦。

视频中，绿衣男曾朝着小悦悦躺着的方向看

了一眼，且小悦悦身旁空空，蜷缩的小悦悦是这
一小片空白区域上唯一显眼的影像，但他数次向
记者坚称，没看到小悦悦，“如果看到一定救”。

被人认为见死不救，这也给他的生活带来
不少困扰。不光街上有人指指点点，17日上午，
一名网友不知从哪“人肉”到他的淘宝店铺，通
过阿里旺旺骂他“没良心，见死不救”，这也让他
非常烦恼。

17日下午3时，记者从南海交警大队召开
新闻通报会上获悉，南海警方目前只能认定两
名司机为投案，至于是否属于“自首”，需要法
院来认定。同时，已被刑拘的两名涉案男子是
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的，对于将来以何
种名义定罪，南海交警表示现在还尚不能确

定，不排除可能会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来起诉肇
事司机。

警方透露，审讯中两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表示，当时并没有看到孩子在前方，特别是第
一位肇事司机胡某，他对于伤害小悦悦事件表
示懊悔，心情非常沉重，对不住孩子的家人。

肇事司机：对不住孩子的家人

事发当日 17时 28分 36秒，一名男子骑着
红色电动三轮车经过，扭头看了片刻，之后快
速骑车离开。记者了解到，此人张某，湖北荆
州人，来此打工五六年，家有一个 19 岁的孩
子。他平日在广佛五金城以收运货品为生，事
发时车上载满废纸皮箱。

17 日下午，记者见到张某，张某称自己只
听到孩子哭声，并未看到孩子倒地，更未看到

血迹。他回忆，当时他骑车经过，隐约听到左
侧有孩子哭声。“当时以为是旁边店铺的孩子
在哭，并没在意。没开车灯，视线不是特别
好。”张某说，事发后他全然不知情，也没有跟
家人说，甚至没有看新闻。

听闻有人指责“见死不救太冷血”，张某称
“如果我看到地面上有血迹，一定会下车救人
的”。

事发当日 17 时 29 分 45 秒，一名年轻女子
拉着一名女童走过小悦悦身旁，二人盯着小悦
悦看了许久，但最终仍悄然走过。此女子姓林，
浙江人，在距事发地几十米之外开了一家店，女
儿今年5岁。

林小姐回忆，当晚她接女儿回店里途中
看到躺在地上的小悦悦。“以为她像平常一样
玩耍摔倒了，直到孩子妈妈哭着跑过来，才知
道女孩是被车碾了。”她还说，“当时她口鼻流
血，有很小的哭声，我看着很害怕。我一手拉
着女儿，女儿还被吓哭了，所以赶紧离开。”

“我想过去扶她，看到出血太多，我自己也有
点害怕。我有些怕血。如果当时旁边有人一
起救，我一定会救。”“如果看到碾压过程，每
个人都会伤心。但我当时不知道她被车碾压
了几次。”

看过小悦悦被碾压的视频后，林小姐说，自
己这几天一直想着这件事，晚上也睡不着觉，她
用了几个形容词形容自己的心情“后悔、同情、
心痛、内疚”。现在再想起这件事，林小姐说，那
么小的孩子，她当时最起码应该报警，没帮忙实
在不应该。

路人乙：后悔同情心痛内疚

路人丙：网友骚扰让他烦

救人阿婆获当地奖励，有公司提供工作

“广东女童连遭车碾”追“广东女童连遭车碾”追踪踪

终于有路人终于有路人忏悔忏悔
“很内疚，几夜没睡好”“很内疚，几夜没睡好”

救人阿婆获数万元奖励，说要分给孩子救人阿婆获数万元奖励，说要分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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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陌生人处于生命危险之时，素不相识的路人该如何作为？道德上这当然不成为问
题，而从法律上说，这本来也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

其实，人类早就发明了根治这种社会冷漠症的法律手段。在中国，早在秦朝就有关于
见义而不为的惩罚条规，唐朝的《唐律疏议》则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
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

在西方，欧洲多国、加拿大和美国一些州都有这类法律法规。在德国，法律要求司机
申领驾照前应学习急救方法，遇到事故或事件时应基于安全停车并提供援助。紧急状态
下（比如车祸）不提供协助甚至会视为刑事犯罪。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见死必救的善法包含两个原则。一是义务救助原则，即人人有义
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二是免责原则，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
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责任上的豁免。

近年，见义而不为的路人一再出现；见义勇为却给自己惹来破财官司的事件也屡有发
生。将见死必救的法律责任从医生、警察、公务人员等特定人群扩大到其他适用人群，理
应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并期望，如果再有幼小的生命倒在车轮下，良心要在位，法律也要
在位。 据新华社电

碾压女童案呼唤见死必救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