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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5日，一段 9秒
视频在四川宜宾市民的微信朋友
圈疯传，视频中一名女子挥拳打
向孩子，共打了8拳，最后还狠狠
地推了孩子一把。此后，有网帖
指这是亲妈在教育自己儿子，并
称这位母亲每天都这样打孩子，
希望引起反思。6月6日，当事母
亲李英独家回应记者称：打孩子
确实不对，但儿子实在太不听话，
今年都报了近30次警，“网友只
看到母亲的狠，不知道母亲的
爱”。辖区派出所民警证实：儿子
太不听话了。

9秒挥8拳
母亲“虐打”儿子引热议

6月5日下午开始，一段时长
9秒的视频在宜宾人的朋友圈流
传，视频显示：小男孩头戴帽子，
身穿长袖，年龄约10岁。身穿白
色短袖T恤衫的女子，挥拳击打
孩子背部，边打边骂，一共在孩子
背上打8拳。在两人转过墙角消
失在画面中时，小孩还被狠狠推
了一下，险些摔在地。

此后，宜宾当地网络论坛以
《宜宾青年街一母亲当街打小孩，
如此教育方式让人反思！（视频实
拍）》为题报道了此事。据了解，
报料的网友“飞歌”曾告诉网站工
作人员称此前曾报警，但没有
用。网帖称视频曝光后，很多网
友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太暴力。

记者注意到，6月6日 17时，
网帖点击率超过1.2万人次，一共

得到58条回复，大多数为谴责母
亲的打人行为。

打儿事出有因
今年已报警近30次

6月6日，记者辗转找到视频
中的打人母亲李英，此时李英刚
刚从儿子的家长QQ群中看到了
视频，正好下楼找小区值班室理
论。李英误认为，是小区监控拍
到她打孩子，然后流传上网。

“我确实不该打他，但是我真
的是没办法了。”李英告诉记者。
儿子李明是宜宾城区某小学三年
级学生，虽然同龄的孩子绝大多
数都可以自己回家，但李明必须
每天由人接送。“大人稍微转个身
不注意，他就跑没了，我们满城
找。”

李英回忆，视频记录的片段
发生在6月 5日 13点左右，她去
学校接儿子。快走到家门口时，
她发现儿子运动鞋的两只鞋带都
开了，拖在地上。“我让他把鞋带
系好，别人踩到他要摔，自己踩到
也要摔。”李英说，她担心儿子不
会，还专门弯腰教他系鞋带。可
是儿子根本不理睬她，还跟她顶
嘴。在接连沟通无效后，李英抡
起拳头，在儿子背上锤了几下。
从转角拐进小区后，她弯腰给儿
子系好了鞋带。

李英的一位医生邻居告诉记
者，李英的家庭情况有点特殊，孩
子也跟别的孩子有些不同。但
是，并不是网上传的那样天天在

家打儿子。邻居们认为，李英打
儿子确实不对，但她儿子确实需
要严格管教，“不然反而会毁了孩
子。”

李英告诉记者，虽然她和母
亲轮流照顾儿子，但还是经常在
找儿子。“大人叫他做的，他一律
不做；学坏，瞟一眼就会。”李英
说，前不久李明路过一个路口，有
个跑摩的的师傅问他走不走，李
明上车让师傅送他到几公里外的
一家商城，到了后李明给师傅一
张手纸当车费。“后来师傅看他可
怜，太阳又大，就把他送到了派出
所。”李英告诉记者，要是儿子不
见了，她不是在找儿子的路上，就
是在去派出所接儿子回家的路
上。今年都报了近30次警。

网友只看到母亲的狠
不知道母亲的爱

李英关于儿子经常往外跑的
说法，得到了辖区派出所民警的
证实。一位至少三次接警帮李英
寻找儿子的民警告诉记者：“李英
也太不容易了，她儿子真的很不
听话。”

三岁半的时候，李明患病被
送到重庆儿童医院治疗，前前后
后七年多，用于治疗李明的开销
就超过了20万元。李英告诉记
者，以前儿子的学习成绩不错，基
本上都在95分以上。三年级后
成绩开始急剧下降，“老师给他批
改的作业，他刚出办公室就撕
了。”李英说，考试时如果她在场

监督，李明就能好好做题，考八九
十分；她不在时，儿子就不交试
卷，考零分。

“李明是个特别的孩子，跟其
他学生完全不同。”李明所在班级
的语文老师张老师告诉记者，李
明学习成绩不好，但是遵守学校
纪律，从不惹事。“老师们对李明
的成绩没有要求，但是他母亲对
他要求很严格，这孩子可能达不
到他母亲的期望。”

记者了解，李明出生后，李英
所有心思全花在了儿子身上。在
生活上，李英自称从来没有亏欠
过儿子，儿子想要东西只要合理，
从来没有不满足他的。可能是患
病的缘故，李明总是和母亲作对，
在学校、在外面李明几乎不与人
说话，但是回家就跟母亲吵。“听
到他吵，楼下就有邻居报警或给
社区反应，说我在家打儿子。”

李英告诉记者，网友只看到
她打儿子，但是她对儿子的爱和
付出，是常人难以看到的。从怀
孕到儿子十岁，3600多个日日夜
夜，艰辛无法诉说。“我希望他学
习成绩好，将来才有好出路，不然
怎么生活，去给餐馆洗碗吗？”

李英说，儿子虽然只有十岁，
但已经是 1.40米高的个子，体重
约70斤。她打儿子几拳，并没有
造成任何伤害。记者试图就挨打
一事对话李明，遗憾的是李明除
了叫母亲“快走”外，什么也不愿
意回应。

（成商）

四川女子9秒揍儿子8拳
网友：暴力虐子 女子：你们不懂母爱 民警：其子太不听话

本报讯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谁都
想讨个好彩头，郑州部分家长占领了

“211”“985”。所谓的“211”“985”，指得
都是郑州公交车，专门被调到考点门
口，助力高考，为家长和考生提供休息
场地。据了解，郑州公交三公司在郑州
一中考点提供了便利考生、家长的

“211”待考助考服务车，随车服务小分
队和志愿者也坚守岗位全天候为考生
及家长提供服务。

“天王盖地虎全考 985，宝塔镇河
妖全上211”，短短二十字，威武霸气接
地气，直击家长心愿。一位家长表示，
看到了211路车的横幅，就过来坐坐，沾
沾喜气。

据了解，车上备有桌子、凳子、铅
笔、橡皮，还配置了饮水机、纸杯及人
丹、风油精、清凉油等助考解暑“应急百
宝箱”，并备好白糖绿豆茶等，为有需求
的考生及家长服务。

211 够吸睛，985 更热闹。在郑州
四十七中考点外，家长也等得心急火
燎。一辆985路助考车上，36个座位上
早已经坐满了家长。

一名女家长说，还真不知道郑州有
985路车，“你们的车牌是现做的吧。”
为给儿子讨个好彩头，她特地来985上
坐坐。

昨天早上一大早，1路车车长郭磊
穿起了状元袍，为参加高考的考生送去
了“红包”。这引来了不少家长和考生
的竞相合影。

“四分学识智，三心细耐恒，二成应
试法，一片平常心。”打开“红包”之后，
都是励志的语句。

“今天早上，我是一个人乘坐公交
车来参加考试的，一来到考点我就看到
了好多好多的人，心里难免有点紧张。
收到这个红包让我感到信心十足，我一
定会以一颗平常心应对考试，为自己加
油！”一位考生说道。 （小新）

高考首日 讨彩头 沾喜气
郑州家长抢占211、985路公交车

免
费
治甲亢病

陈小国主任采用甲状腺局部介入
免疫平衡疗法，药物直达病灶，专治甲
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囊肿）、甲状腺
炎。17 年临床经验表明，疗效快，疗程
短（有治疗多年的患者可随访）。为让
患者了解该疗法的神奇，可电话预约，

免费治疗，即日起至6月15日。.

地址：平煤神马飞行医院西楼一楼
甲亢病专科 电话：13937504162

本报讯 近日，位于浙江杭州
龙翔服饰城后的菩提寺路公交站的
服务窗口火了。这个服务窗口贴有

“咨询”“兑零”等标识，离地约 1.7
米。一位女乘客正踩在长凳上准备
扒开窗口问询。

按中国人的平均身高，男性1.7
米，踮着脚勉强露个头。女性 1.59
米，跳起来都看不到窗内情况。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半小时，共
有3位乘客到窗口咨询，而他们与
服务人员交流的前提是——必须先
踩到一张摆放在窗口下方的长凳
上。

公交公司回应，站房系临时租
用，消除尴尬可能要等到2020年新
龙翔桥公交中心站建成。

那这3年市民都要爬上爬下换
零钱吗？公交公司又回应，在乘车
高峰期，会安排工作人员主动走出
站房为乘客提供咨询服务。

（中青）

杭州公交站现
1.7米高奇葩窗口

本报讯 时隔 14年，在同一个
高考考点门口，重遇当年送考的班
主任是种怎样的体验？当事人回
答：感动。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上海普陀
公安分局特警支队民警石学舜负
责宜川中学考点的安保工作。早
上8点40分，石学舜在送考人群中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因为人流
量大，他还不敢确定，等到考生都进
场考试后，他才在心中说：“是她！”

这个人就是当年石学舜的高
中班主任、晋元中学的语文教师吴
老师。2003 年，正是吴老师在宜
川中学门口将学生石学舜送进考
场。

石学舜还记得 14 年前吴老师
在考场前的叮嘱。“要放松，不要紧
张。虽然我当时还是很紧张。”石
学舜笑言，他走上前跟吴老师打招
呼，“吴老师第一时间就认出我了，
很感动。”他表示，没想到老师心里
还惦记着他这个以前的学生。

“老师很感慨，一晃眼这么多
年了，自己的学生也来工作了，她
还跟我分享了很多当年的往事，她
都记得很清楚。”石学舜说。

作为已经负责高考护考工作
十年的“老特警”，石学舜也感慨护
考比以前更轻松了，“考生比以前
少了，而且家长素质也提高了不
少，送考的家长也没有以前多，今
天现场也一切正常”。

（澎湃）

时隔14年

护考特警考点门口
重逢当年班主任

郑州公交三公司的助考服务车

来沾喜气的家长

杭州公交站的服务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