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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气象：高温日数，绍兴也破记

录了！

紫薯急性子：宁波49天，平纪录。

天亮了：衢州年高温日已经累计61

天⋯⋯

风一样的帥子：上海年高温日也破

纪录了！

一起猫喵喵：看预报，后面一周还

是高温，浇水都浇累了。

居越而思齐：去年9月6日，杭州于

谦祠的桂花就开了，今年都过去一周

了，还毫无动静。

如勤呼吸：年电费支出也破纪录！

梦幻泡影：收到短信，这个夏天电

费整进去两千多⋯⋯

红红石榴红了：看了下日历，还有

56 天就立冬了。现在每天 24 小时打着

空调，今年是空调费最高的一年。

人生无人：气候系统的稳定性是不

是趋于破坏了？

上海一名孕妇在经过邻居家门口

时，一只未牵绳的金毛犬向其扑来。孕

妇受到惊吓后就医，努力了 3 年才怀上

的试管婴儿终究没保住。之后，该女士

将犬主李老伯（化名）告上法庭。近日，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老伯赔偿原告颜

女士损失9万元。

41岁的高龄孕妇怀上孩子不易，却

不幸流产，与邻居家的狗有直接关系，

法律为受害者撑腰的同时，也在向社会

传递清晰的信号：不规范饲养宠物，不

文明养犬，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切莫小

视其中的风险。

庭审中一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

意：被告李老伯确认事发时他家的狗没

有拴绳，但他辩称其养的狗是导盲犬，

不会咬人，并表示颜女士怀孕且是试管

婴儿，应多在家中休息，不宜外出走动。

狗扑了人以后，不去反省没有拴绳

的错误，反而责怪他人出门走动，难道

出门走动反而有错？什么时候有规定

说孕妇必须呆在家里、不允许外出？这

种思考问题的逻辑是不是很荒诞，给人

一种倒打一耙、蛮横无理的感觉。

现实生活中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

少见。比如，有人喜欢狗，就觉得别人

也该喜欢狗，当别人表现出排斥、反感

的时候，他就会露出很不可思议的表

情，认为不可理喻。

缺乏同理心，不会换位思考，不从

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是这些不文明养

狗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毛病。他们喜欢

强调自己的观点看法，比如狗不咬人、

狗很温顺之类。的确，有些狗温顺一

点，但不同品种的狗性格大不一样，性

格温顺不代表就不咬人。

本案中的这个李老伯，他觉得狗不

会咬人，便不拴绳。事实上，动物的行

为本身就具有不可预测性，可能这一秒

还很平静，下一秒就突然暴躁了。很多

狗咬人的案例一再表明，狗一旦发起狂

来，狗主人的训斥、拍打根本不管用。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的

支持下，一些人养成了遛狗不拴绳、狗

套当摆设、放任狗在人聚集的地方自由

出入等坏习惯。这与文明社会、法治社

会的精神和理念格格不入。可以说，正

是这些养狗人面对问题时的认识和态

度让很多人反感。

法律出手是好事，有助于警示这部

分人，督促他们改掉恶习。这起案子中

受害人能维权成功，离不开法院公正的

判罚，这是对不文明养狗行为的有力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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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昨天下午 1 点 36 分，杭

州主城区气温达到 35℃，宣告今年第

60 个高温日诞生，打破了此前 2022 年

创造的 59 天的纪录。今年，杭州的高

温异常凶猛。整个暑期，杭州有 10 天

出现 40℃+的极端高温。8 月 3 日，最

高气温 41.9℃则刷新了杭州气象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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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都能回旋：太厉害了，只训练

了两年普通人就能上太空。

史国兴-：牛！航天飞行不需要多

专业也能飞入太空。

Source-源：哇！史诗般的壮举！

马斯克牛啊！

好久不打渔了：富豪出舱，与地球

同框，商业太空行走，未来已可期。

把快乐夺回来：向前一小步，文明

一大步！

小十二的妹妹：人类无止境！

兔爷：这不是太空行走，而是出舱

行动。

周先生的麦芽糖：这需要经过严格

的训练吗？

扁担钩-：宇航服为什么这么轻薄？

海湾清澈 1：天上两个人还没下

来，这又组团升天呀？

代糖可可脂：我就说，“钞能力”能上天。

咲風 F：的确是平民，可就是身价

有点罢了，是吧？

新闻回顾：北京时间昨天 18 时左

右，担任“北极星黎明”任务的两名机组

成员开始进行首次出舱活动。经过半

个多小时的准备后，美国亿万富翁贾里

德·艾萨克曼成功出舱，成为全球首位

完成商业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

走出舱门的那一刻，他感叹道：“从这里

看地球真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史诗般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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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脑瘫男孩姚俊鹏保研并到苏

州大学报到的消息引人关注，姚俊鹏逆

风飞翔的励志故事感动了全国亿万网

友。

命运给了姚俊鹏智慧的头脑，但却

没有给他健全的身体。由于脑瘫导致

的痉挛性抽筋，让他拿笔写字都很困

难，其所遭遇的艰辛和付出的努力常人

难以想象。但2020年夏天，在襁褓中就

被确诊为脑瘫的 19 岁少年姚俊鹏，以

超过理科一本线 108 分的优异成绩，被

中国药科大学英语专业（医药方向）录

取。

鉴于姚俊鹏的特殊情况，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通过与其他学院

多番协调，将政治学专业的课程安排在

了教学楼一楼的教室，方便他轮椅进

出。学院还帮助他申请了一楼学生宿

舍，并对宿舍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和清洁

整理，还贴心地贴上了防撞角。学院同

时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小组，在姚俊鹏

新生报到入学、上下课路程辅助、信息

沟通和专业学习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无独有偶，河南 18 岁“折翼”男孩

汪强也获得河南工业大学的悉心照

顾。为了帮助汪强顺利完成学业，学校

全额免除了他的学费和住宿费，并计划

为其申请国家助学金和学校专项生活

补贴。学校还专门为他和陪读的母亲

改造了一间一楼单独宿舍，还为其母亲

联系工作岗位，解决了母子俩的后顾之

忧。

残障学生克服重重困难，拿到大学

入场券本就殊为不易，身体有缺陷却不

放弃求学梦的心志更令人敬佩。大学

之“大”，在于是否具有与大学匹配的格

局气度和人文关怀，相关高校对残障学

子的主动关怀和贴心服务，彰显了大学

的温度和品位。

当然，如何让残障学生真正融入大

学生活、学有所成，还有大量的后续工

作需要跟进。对残障学生固然要特殊

照顾，但个体的成长离不开群体生活，

需要帮助残障学生无障碍融入集体生

活，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群体中的“普

通一员”。

身体上的残疾可能成为生活的掣

肘，但不能成为求知的壁垒。让残障学

生在高校得到悉心照护，让每一个姚俊

鹏、汪强的努力和梦想都不被辜负，不

仅是文明社会应有的人文厚度，也是对

其他学生一种无形的教育。因此，在个

案之外，建立起普适的残障学生支持系

统，让他们不惮于开启大学生活，是各

高校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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