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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萧山，一名手语老师带着一对

聋哑夫妇到派出所报案，称收到通知“有个签

收的包裹涉嫌跨国犯罪”。为了更好地和这

对夫妇沟通，民警写满了5张A4纸，沟通了将

近 1 个小时，彻底摸清了情况，发现这是一起

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了解情况后，夫妻俩

心有余悸。民警还手把手教会他们如何使用

短信报警，帮他们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设置了境外拦截。

事件被报道后引发多方关注。有网友表

示好奇：现场有一位手语老师可以帮忙，为什

么民警还需要通过手写沟通呢？实际上，手

语并不能翻译所有的意思，目前手语可以表

达的词汇只有汉字词汇的 30%左右，因此想

要具体细致地向听障人士了解案情前因后

果，还是需要通过手写沟通。此外，警察通过

细致交流来寻找案件关键点、疑点，了解作案

动机、手段，可方便后续实施抓捕，也能更好

地帮助更多的人并减少同类案件的发生。

民警耗时 1 小时，写满 5 张 A4 纸和聋哑

夫妇沟通，既体现了优秀的职业素养，又展

现了“纸长情切”的耐心与无声胜有声的暖

心。

有部分网友表示不解：聋哑人群是怎么

遭到电信诈骗的？其实听障人士因为无法听

到警示电话，无法第一时间收到提示信息，一

直被电信诈骗团伙视为“优质目标”。他们通

过各方渠道截取听障人士的个人信息后，利

用听障人士不便沟通，核实信息真假不易，通

过网络、短信等方式实施诈骗。

今年 3 月绍兴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就处理

过一起类似的境外电信诈骗案件，警察在连

续拨打十几个警示电话无人接听后，得知受

到诈骗的是一名聋哑人。所幸民警及时上

门，才避免了聋哑人财产损失。

这类案子频频出现，给社会各界敲响了

警钟。如何保护聋哑人等弱势特殊群体，引

导并教会他们使用更加便捷、适合自己的方

式去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刻不容缓。同时，弱

势特殊群体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理应得到

妥善保护，这不仅需要来自家人的关心与付

出，更需要社会的认同与守护。

弱势特殊人群是和我们一样在这座城市

里奋斗和生活的普通人。你在手语咖啡馆里

品尝到一杯浓香可口的卡布奇诺时，可以向

他们说声谢谢，在收到一份滚烫但无声的外

卖时，可以回以微笑。你的这些温暖举动，也

会影响更多的人来温暖他们。

“无声”反诈，暖到心坎

公安部将于 6 月 1 日起实施优化城市公

交专用道管理改革措施，一是优化时段，科学

调整专用道的专用时段，其他时段允许社会

车辆通行；二是扩大准入，鼓励单位班车、专

用校车等大运力车辆在专用时段通行。

设置公交专用道，初衷是提高公交运行

速度、倡导绿色出行。在客流高峰，一辆公交

车能载五六十人，即使一分钟通过一辆，车道

的断面客流也比小汽车高，这就是公交专用

道存在的意义。

然而，随着城市规划调整，私家车保有量

攀升，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快速发

展，地面公交客流出现下降趋势，公交频次降

低，公交专用道使用效率相应下降。据报道，

4 月一个普通工作日早高峰，北京南三环西

路，内环方向车辆因前方事故严重拥堵、走走

停停，最右侧公交车道却车辆稀少，七八分钟

未有一辆公交车经过。每逢双休日，北京重

点商圈、景区周边进停车场的车辆能排出数

百米，而在这些热点地区的公交专用道，常常

是十几分钟不见一辆公交车驶过，公交专用

道作为一种道路资源实际上被浪费了。这种

“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不单在北京，在其他很

多大城市也存在。

关于“取消公交道周末限行”的呼声，已

经持续多年，几乎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提出相关意见建议。近两年，有行业专家

建议将公交专用道调整为“公交优先道”。法

国、美国一些城市，公交专用道已经升级为

HOV 车道，即高承载车道。在美国，除了公

共汽车，承载不少于一定人数的合乘车辆，8

座或 8 座以上客车，固定线路运营的运输公

司车辆、校车、公益性客运车辆等，都可以使

用HOV车道。从出行效率上看，这一措施还

可鼓励大家拼车出行，这与“公交优先道”的

理念是一样的。允许社会车辆在公交车流量

低谷时，借用通行能力富余的公交专用道行

驶，可以实现道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将公交专用道在特定时间拿来共享，不

等于废除专用道，我们依然可以坚持公交优

先战略，因为这具有引导更多人从私人交通

向公共交通转移的重要作用。但在现有情况

下，关键要在保证公交通行速度与减少道路

交通拥堵之间寻求“最优解”。杭州在 2016

年就已经开始公交专用道的优化措施，事实

证明，优化并没有降低公交的便捷与吸引力，

收到不错的公共效果，社会反响很好。

把公交专用道调整为“公交专用道+多乘

员合乘车道”的复合型集约车道，进行科学适度

的动态、弹性管理，就能全面提升道路资源利用

效率，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

公交优先，寻求“最优解”

5 月 4 日，网传一名男乘客在 K435 次列

车上被一男子贺某某持刀杀害，引发关注。

5 月 9 日，此事有了新进展。死者表姐表

示，已和广铁集团基本谈成赔偿事宜，但仍未

被告知凶器是如何带上火车的。同时，红星

新闻的报道也透露一个重要情况:（2019）渝

0112 民初 29168 号判决书显示，出生于 1987

年 10 月 18 日的贺某某，家住重庆市长寿区，

有精神病、犯罪史以及吸毒史。2018 年 3 月

12 日，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澄溪派出所民警

对贺某某进行讯问时，贺某某向警方承认自

己患有精神分裂症，称之前在长寿区葛兰第

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住院。

一个有精神病、犯罪史以及吸毒史的人，有

伤害他人的记录，可以说是高度危险的。他能

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在社会上流动，乘坐列

车，这是一种潜在隐患和风险，是对公共安全的

不负责任。公众的疑惑在于，对这样的人，相关

监管有没有缺位？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

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

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

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此前曾两次持刀伤

人，判断其“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合理正

常的，那么其此前情况是否合乎强制医疗具

体规定，有没有经历过有效的强制医疗，便是

要追问的一个要点。

实际状况是，虽然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

疗有法律约束，但由于细则缺乏，存在一定漏

洞，使得现实中强制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

有的病人确实被送去强制医疗了，但也有很

多早早被家属带走，重新散落社会，导致强制

医疗并没能实现有效管控精神病人危害社会

的风险。

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上列车持刀杀人，

显然再一次敲响了规范管制“有危害社会可

能”精神病人的安全警钟。

这也是在警醒各地，对于这类精神病人，

“控得住、不流窜、不肇事”，不能只是一句口

号和理想，要转化为真真切切的行动，严防因

脱管漏控引发伤害事件。除强制医疗继续法

律制度层面的探索外，为他们建立专门信息

库、设立专项救助资金，建立体系化全方位的

社会救济机制，兼顾关爱帮扶和报告管理，也

是非常有必要的。

虽然此案目前家属基本已和广铁集团谈

成赔偿事宜，但这并不是终点。不只是“有危

险的精神病人何以在社会随意流窜”，还有

“凶器是如何带上车”的问题依然待解，这些

追问不能停下，因为这些追问以及后续切实

有效的举措，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社会的

公共安全密切相关。

赔偿不是终点，堵住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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