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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湖南一名网友上传视频，视频中一名女子被男子抡起椅子打

倒在地，小孩在一旁哭喊叫妈妈。网友称妻子为躲避丈夫家暴外出打工，男

子找女儿要妻子地址，女儿不肯透露，男子多次殴打女儿“拷问”妻子下落，

场面极为暴力。

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生活在怎样沉重的阴影里。她们努力想逃离，可是

始终无法如愿，眼睁睁看着暴力从妻子身上蔓延到了女儿身上。其中痛楚

可想而知。

这几下，砸晕了无辜的女儿，也砸疼了社会。我们不得不追问一句，这

样一个深度伤害别人一生的恶魔是如何养成的？社会救助机制为什么没能

及时激活？

家暴有一定的隐秘性，一方面，受害者本身就是弱势方，不敢抗争；另一

方面顾念亲情和面子，往往不愿意寻求帮助，选择隐忍。事实证明这可能是

最坏的一种应对方式，多起家暴案都表明，一味的退让只会让对方变本加

厉，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地步。

而社会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有没有给予坚定有力的支持，也往往影响受

害者维权的决心。立足于调解本没错，但不是每起家暴案都能取得理想效

果的，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地强调协商解决。

从法律上说，家暴与一般人身伤害案并没有本质区别。法律从来没有规

定发生在家庭内部就可以免于处罚，也从来没有认可家庭成员享有豁免权。

所以，打人违反法律就应该法办，用清官难断家务事来说事，没有法律依据。

而且，面对犯罪行为，不能及时准确处置，不为受害者撑腰，反而强调维

持家庭表面上的稳定，客观上是对行凶者的纵容。

长期家暴的养成一定跟维权不力有关。网友称妻子为了躲避家暴而外

出打工，可见家暴已经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相关部门有没有

接到相关讯息，都是如何处置的？

面对家暴，唯有抗争，没有退路。如此才能正确树立个人、家庭以及社会

在家暴中的角色，明确各自责任，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面对家暴，唯有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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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科技大学宣布，决定将 100 万

餐费打进部分学生的卡里。学校根据食堂收

款机的流水，统计全校全日制学生（含本科

生、研究生、留学生）在食堂的就餐消费大数

据，对在食堂消费次数多、每餐平均消费额度

低的学生发放餐补。

“暖胃又暖心”“有温度的大学”“无声的

关爱，有心的学校”⋯⋯这种不用申请也无需

公示的补助政策，赢得了公众的一致称赞。

在温饱基本无虞的当下，由于种种原因，

也仍存在少数家庭相对困难的学生，依然过

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湖南科技大学后勤管理

工作人员查看消费数据时发现，有一名学生

每餐都在固定的档口吃一个菜，平均一天只

花 11 元钱吃饭。据悉，学校的早餐如果只吃

面点大概花费为 5 元，中餐吃保障餐是 8 元左

右，特色餐则要 10 元，一天三餐应该在 20~30

元之间。一天 11 元的伙食费，吃饱应该没问

题，但与周围的人相比，无疑显得“格格不

入”。这样的学生，就餐时选择刻意避开同学

估计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贫困生的心理状态，著名作家路遥

先生有过极其形象的刻画。在《平凡的世界》

中，连丙等菜（每份5分钱）都吃不起的孙少平

和郝红梅，总是要等到最后才敢去拿黑高粱

面馍的情景，令很多过来人感慨万千。世易

时移，困难学生当然不至于像当年那般连菜

都吃不起，但不敢“光明正大”与同学们一起

去食堂吃饭，恐怕依旧如是。没“吃好”影响

的不仅是身体发育，其所滋生的自卑心理更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建立科学的扶贫助学机制，让资助工作

更合规、更有爱、更有温度，别让困难学生遭

受“二次伤害”，是资助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前

提。令人欣喜的是，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在这

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尝试。据悉，中

科大从 2004 年就开始利用大数据算法推行

“隐形资助”项目，屡次引发关注和点赞。之

后，也有一些高校采取了类似的补助方式，并

不断加以完善。

湖南科技大学的做法，就颇费了一番心

思。据校方介绍，后勤管理处从就餐率不低

于全校平均水平的学生中，遴选出餐均消费

最低的 3000 名学生。学生工作处资助办公室

对入围名单进行困难学生身份核实，如属于

困难学生，则按 200 元进行发放。如暂未列入

困难学生行列，餐均消费较低的学生也按每

次 200 元的标准发放。剩余入围学生分性别

按餐均消费额从低到高排序，按每人 100 元的

标准分配，分完本次发放总额度为止。对于

特别困难的学生，经过核实后学校资助办公

室将针对性再予资助。

一言以蔽之，该校综合考量了性别、食堂

消费次数、额度以及特困生的后续资助等各

种情况，确实非常周全，基本做到了将就餐补

助发给真正困难的学生。能做到这种地步，

值得点赞。

高校“送温暖”可以更有温度。通过大数

据进行困难学生认定，能有效缓解困难学生

的“尴尬”，让学生在享受补贴的同时，柔软的

内心也能得到保护。每次一两百块的补助，

数额算不上有多少高，但这种默默关怀“雪中

送炭”的精神，令人倍感温暖。

这样的餐补，有温度这样的餐补，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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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根据食堂消费大数据，对在食

堂消费次数多、每餐平均消费额度低的学生发放

餐补。无需学生申请，学校确认人选后，不公布名

单，而是悄悄打进卡里。网友为学校的政策纷纷

点赞：有温度的关爱！

妍妍追剧去了：这才是学校应该有的样子。

爱尚古典文学诗词：别人家的学校。默默的

关怀，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

与速哥同在：这才是最有人情味的大学，也是

为学生办实事办好事的大学，也是这所学校最好

的招生简章。希望全国推广，这样的大学越来越

多。

飞天拉面神棍：这个做法尊重了孩子的隐私

和尊严，很有温度的人文关怀。

不夹糖就很甜：从身体到心理各个方面，都认

真地为学生们考虑的学校。

生态梦人：期待获得这种激励的学生能更加

刻苦学习。

思多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晴天也无趣：科学的统计能真正帮助到有需

要的学生。

往事太轻：科技与人文，完美结合，这次大数

据用到了实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爽：我也被收过，景区太难停车。原本是

想停到里面去的，结果进去根本找不到停车

位。路边车子停满了。后面前面都有车，想

掉头再出来真的超级困难。

ijay1314：确实，前几天我们也去了。导

航导那边九溪，但是出口处拦着不让过，说是

只能村民过，我们只好返回。路边停满了车

子，开很慢，开到入村口，收了停车费。

lli：终于有人报道这条路不合理了。一样

有问题的还有四眼井上山那条路，有次开过

去打算停了车吃个饭，半山腰转了一圈也没

找着车位。结果出来的时候超时了，被收了

停车费。

我在山上等月亮：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

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东东：在道路上开没停车，就绝对不应该收

费，否则变成过路费性质了，谁还敢随便上路？

gf118 的幸福：给杭州抹黑，真希望有关

部门整顿这种乱收费行为。

如此收费，谁敢上路如此收费，谁敢上路

新闻回顾：到太子湾赏花，去西湖边品
茗，这几天西湖景区进入春季旅游旺季。然
而，有游客“吐槽”开车经过景区的杨梅岭村
时遭遇“消费陷阱”，明明连车都没停，却被莫
名收了一笔停车费，让他憋了一肚子火，连饭
也没吃就离开了景区。

本报评论员
高路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读者

议
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