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援队队员、中国地震

应急搜救中心的教官胡杰正

从一座废墟中爬出来，他用漆

在这所房子喷上一个 cisar，然

后画上 V 字并在上面划出一

条长线。 cisar是中国国际救援

队的英文缩写， 而横线则表

示，此房屋已排查但已无生命

迹象。 ”

3月 16日，救援队的这条

微博令网友们“心痛”。

“只是一道喷漆，判别了

希望与绝望。 但愿希望更多，

绝望更少。 ”网友“Mini 绿巨

人”说。“寂静无声的横线，欲

说还休的横线，泪眼婆娑的横

线……真希望没有横线。 ”网

友“无非屿”说。

日本的灾难让经过汶川

地震、 玉树地震中的国人生

发出共鸣。 在灾难面前， 网

友“千寻 2007” 说： “希望

灾难可以改善人类的沟通与

信任。 ”网友“喧哗上等 Ella”

说：“这个时候双方都是温暖

的，谢谢中国救援队让我们看

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谢谢

日本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救援

队的帮助。”

当中国网民在这里发送

关切的时候， 日本网民们也

在网络上表达对中国国际救

援队的支持。 日本网友“田中

拓马”说：“我是日本人，我感

谢中国救援队的无私援助！

我很关心等待救助的同胞，

也很关心你们的安全。” 网友

“卡比兽的春天” 转发日本网

民的评论说：“我对中国的了

解很少， 这次真的很感谢你

们， 在这样的时候， 作为共

同的人类， 你们真的很了不

起！ ”

网友们在救援队的微博

里留下了无数这样的话语：

“爱是人类最好的语言。 ”“爱

无国界， 大难面前大爱永存

……愿灾难过后世界更加和

平！ ”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7日电）

3 月 1 5 日，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进行搜救工作。

5 天前，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日本灾区。 当救援队员尽力寻找每一点生命痕迹时，亿万中国网

民在微博上守望，与他们一起度过了揪心的每一天。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2011年 3月 18日 星期五

0 7

编辑 /秦晶 TEL：0392-2189936

E-mail:cbzhoukan@126.com

网 事

3 0 0 条微博跨海传大爱

———中国国际救援队赴日救灾的那些动人网事

□新华社记者 王英诚 周慧敏 黄艳

日前，天涯社区一篇题为《文昌校园高利贷聚

焦：救救无知失足的孩子吧！》引起网友关注。网帖

以一位学生家长的口吻称， 他的女儿被沉重的高

利贷所拖累，带来了终生难忘的伤害，也给自己的

家庭留下了严重创伤。 网帖牵出的“校园高利贷”

现象引爆网络舆论。 那么， 网帖反映情况是否属

实？ 记者对此事进行了核实。

网友“哭泣的家长 2011”在网帖中称，他的女

儿目前正在文昌市某中学就读初三， 曾是一名乖

孩子，可自从被高利贷黑手“抓住”之后，沉迷赌博

不能自拔。 那些幕后的放贷者利用中小学生自控

能力差的弱点，通过怂恿赌博的方式给学生们“下

套”放贷，然后再威胁学生家长还钱。“孩子的欠条

中， 有借 1600元， 还 5000 元的； 有借 800 元，还

1000 元的……有借 2400 元，还 6000 元的等等，这

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 ”

网帖发出来后，校园治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被

网友热议。 网友“绿岛小雨”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学

生身上，让人痛心、让人着急、让人愤怒。 职能部门

应该尽快斩断这只伸进校园的“黑手”，给孩子营

建一个安宁健康的学习环境。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这所被网友议论的学校是

海南文昌中学。 文昌中学政教室主任陈奕海向记

者证实，这位网友在网上反映的情况属实。

陈奕海说，学校一直关注学生借高利贷现象，

2008年就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调查， 当时学校约有

20多名学生借了高利贷，大多是高中生。校园高利

贷的放贷模式大致是： 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充当幕

后老板，在学校周边找中间人牵线，这些中间人瞄

准贪玩的学生，怂恿其参与网络赌球，赌输了就借

高利贷，最后幕后“老板”威胁家长还钱。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这些不法人员通常以

‘借条’方式向学生发放高利贷，也不标注借款的

具体利息， 而是将本金加高额利息的总额作为借

款数直接写在借条上。 ”陈奕海说，校园高利贷已

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后果十分严重。

陈奕海说， 校园高利贷的出现主要是校园内

和周边流行网络赌球， 很多学生在一些社会青年

的诱导下参涉其中。

据陈奕海介绍，文昌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由

于历史原因，学校里一直有一个校中村，村里大约

有 8 户人家，他们长期在校内开展商业经营，一直

有开设赌球窝点的嫌疑。 学校虽然禁止学生进校

中村，但是往往屡禁不止。

另外， 学校周边有很多商店， 这些商店有网

吧、球吧等娱乐项目。“最多的时候学校周边有 10

多家赌球点。 ”陈奕海说。

在“哭泣的家长 2011”的网帖中写道“走进文

昌某中学，校园内的几个小卖部里，几个学生正坐

在电脑前赌球。 ”这个学校的一些教师认为，这些

赌球窝点破坏了校园环境，影响学风，学生沉迷赌

球，成了高利贷下套的目标。

有关人士介绍说， 校中村的治理多年难以解

决，主要涉及复杂的拆拆等问题，仅学校甚至教育

部门的力量难以切除这个校园“毒瘤”。

文昌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副所长杨保告诉记

者，近几年，公安机关每年都对校园周边秩序进行

整治，但校园赌球一直没有杜绝，治理过后又出现

反弹。“一般来说，这些高利贷的金额都是几百元，

由于数额小，公安机关立案难、检察院也难受理，

所以总是屡禁不止。 ”

陈奕海说：“由于借高利贷都是个体私下进

行，如果学生不揭发，学校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

单凭学校来监管太难了。 ”

文昌市教育局副局长孙人策说， 这篇网帖曝

出的校园高利贷现象已经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高度

重视。 目前，已向全市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发出通

知，要求学校开展教育工作，从内部加强对学生的

管理。 今后主要从三方面开展工作：要求学校通过

召开家长会，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加强对子女

日常生活和表现的监管；学校加强教育管理，尤其

对学校周边的网吧、商店加强巡逻、管理，加大对

学生的管理力度；加强同公安、文化等相关部门的

配合，做到多管齐下。

孙人策表示说，校园治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多方联手坚持打击。

网曝海南

“校园高利贷”

事件调查

海南“校园高利贷”网帖属实

网络赌球：校园高利贷的土壤

斩断“黑手”须多方联手

核心提示

“有防辐射的装备

吗？ ”“是否会出现传染

病？ ” 3 月 1 7 日 1 5 时许，

中国国际救援队接受“微

访谈”， 网友们争先恐后

表达关切。

5 天前， 中国国际救

援队抵达日本灾区。 当救

援队员尽力寻找每一点

生命痕迹时，亿万中国网

民在微博上守望，与他们

一起度过了揪心的每一

天。

2 0 1 0 年 2 月 2 7 日，

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救

援工作，普及防灾减灾知

识，中国国际救援队开通

官方微博。 截至 3 月 1 7

日发稿时，其粉丝数量突

破 5 4 万人。

3 月 12 日 23 时 28 分， 中国国际救援

队在微博首次确认赴日救援的消息。 之后，

中国国际救援队微博管理员一夜未眠，用连

续 22条微博发布了救援队飞赴日本前的细

节。

9 小时后，微博发布：“赴日队员已经起

飞。 ”

9小时中，22条微博被网友转发了超过

11000次。 而救援队赴日的消息也被包括姚

晨、赵薇等微博名人在内的网友们转发了超

过 50万次。

肩负着网民和祖国的关切和期待，救援

队领队尹光辉向网友们承诺：“一定会把网

友们的支持和鼓励化为动力，实施好此次地

震搜救行动，不辱使命。 ”

“什么都比不上你们在最前线的行动来

得实际和给力。保重！ ”网友“馥甲天下”说。

网民们关注着在日本的救援队，寻找着

在日本失去联系的亲人，更表达着对一衣带

水的邻邦的关切与祝福。

“最新消息：18 名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

的中国公民委托日本媒体联系我救援队，通

过救援队向国内转达平安消息， 名单马上

发。 ”3月 14日下午 3 时许，18 名在岩手县

大船渡市失去联系的中国公民，通过中国国

际救援队官方微博向家人报了平安。

自 11日发生大地震后得不到一丝消息

的山东亲人们，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

3 月 16 日 18：35， 通过微博寻找到第

59名失去联系的中国人。

3月 16日 19：20，“又出好消息了……”

一声平安意味着一个小家的欣喜。为了

这一声声平安，网民们转发着讯息，也传递

着温暖。

满目疮痍的废墟前，三位救援队员席地

而坐，费劲地啃着压缩饼干。 这张“吃饭”的

照片让很多网友心疼，“希望你们在艰苦的

环境里坚持住！ 只有你们没事，才能帮助更

多的人！ ”

记者在灾区现场了解到，救援队目前的

主要食品是面包、火腿肠和方便面，供给严

重不足。 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救援队一切用

品都需自理，不给灾区增加负担。

大船渡一家超市老板知道了这一情况

后硬是送来几箱食品：“你们是来帮助我们

的，我们只是想表达感谢！ ”

还有一家便利店的工作人员，遇到中国

救援队员购买生活用品时，不但不收钱，还

免费赠送了很多其他的必需品。“临别时，

大家相互握手感谢！ ”救援队的微博贴上了

现场图。

照片上，便利店内工作人员与救援队员

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真诚地直视彼此，笑意

盈盈。“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感到很温暖。”

这句话被无数网友重复着。

“这张图片我不知反复看了多少次，大

难面前见真情。此情此景唯有默默祝福！”后

方负责微博更新的“疯狂” 管理员从 12 日

起，5 天内只睡了 13 个小时，常常一天只吃

一碗泡面。 救援队出发 5 天内，共发布 300

余条微博，每条都被广泛关注，最多的被累

计转发 9200余次。

正如网友“曲顺兰”所说，“危难时刻，不

分距离，不分国界的人间大爱”。 网络把日

本民众在寒冷灾区的生活情况传递到了中

国，更把中国网民的关注支持传递到一衣带

水的邻邦。这一声声祈祷和祝福包含的是中

国人千百年来的悲悯与善良。“鲁迅先生说

过：‘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

关。’这一刻，‘悲天悯人’的情怀应该是一致

的。”这一条国际救援队的微博，说出了无数

中国人的心声。

“自然灾害面前

人类是伟大的共同体”

“什么都比不上你们在最前线的行动来得实际和给力”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3 月 1 6 日， 在日本宫城县大船渡市重

灾区，一名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被海啸冲

到居民住宅区的渔船周围排查。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海南“校园高利贷”

微博跨海传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