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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陈夏榆文/摄
话说得稍快了点就要气喘，但老人歇不

住。一有时间，他就坐在窗边读书看报、“爬格
子”。生逢盛世，已91岁高龄的陈兆文，最近写了
一篇4200多字的长文，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

走进位于天台县赤城街道的老党员陈兆
文家的客厅，迎面可见一幅学生为他写的对
联——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老
人勤恳敬业一辈子，他为自己没做过什么大
事而感到有愧，欣慰的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率真而存厚”。

学业有成，回家乡任教

陈兆文的老家在天台县后岸村，后岸村
虽然现已是浙江省乡村旅游的样板村，早年
却是偏僻而落后，他的许多同龄人连书也读
不上。

当时他就有一个念头：“读师范去，以后
回家来教书。”1949年 7月，陈兆文从天台县
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1951年 8月又进入台
州师范学校读书。

毕业后，陈兆文被安排在临海乡村任教，
一直工作了16年。为了更好地教学，他用心学
习临海方言，直到别人从口音上都听不出他
是个外地人。尽管如此，他想回家乡教书的念
头一直没有熄灭。经多方争取，直到 1970年 3

月，他才如愿以偿调回家乡任教。
陈兆文信心十足走进老家学校。当时一

个教师正好调走，学生哭着不让走。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学生不愿意听新老师的课。陈
兆文说：“当时我临海口音比较重，许多学生
听不习惯，起初并不欢迎我。”

不解开学生心中的“疙瘩”，教学就无法
正常开展。陈兆文在用心改变口音的同时，有
件事帮了他的忙。有两个调皮学生到别人家
摸了两个鸭蛋，就是不认错。陈兆文将心比
心，用小故事讲出大道理，直到两名学生真心
悔过。不听话的学生被训得服帖，大家都感叹

“陈老师有‘货色’”。
走进学生心中后，陈兆文的教学如鱼得

水。因为懂教学、善管理，他在当地留下了很好
的口碑。一直到退休，陈兆文从未离开过乡村
学校。他说，“去城里学校，我不是没想过，但想
到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我，我就打消了念头。”

热心做好通讯报道

许多人认识陈兆文，是从他的一手好字
开始的。他常说：“字如人的衣衫，必须好好习
练。”在他看来，写好“三笔字（硬笔、毛笔、粉
笔）”，是当好教师的基本功。

不单字写得好，陈兆文的文字功底也较
高。一次到城里办事，听说县广播电视台在招
通讯员，他的热情顿时涌了上来。

2001 年，陈兆文成为《天台报》通讯员。
2003年，他又成为《台州日报》通讯员。从此，
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到处采集新鲜的素材，
老家的好事、新鲜事，经他采写先后出现在各
大报端。

在老人的案头，摆着多本剪报贴本，里面
贴满了已泛黄的剪报。在他的笔下，记录了后
岸村的发展变迁。10多年前，他曾在稿件中写
了一段“顺口溜”：除污修建三口塘，洗菜洗衣
都清爽；引来流头清泉水，饮水卫生有保障；
清除粪缸猪草池，新建公厕美村庄；大街小巷
都硬化，夜晚路灯亮堂堂；两改三化家园好，
文明干群奔小康。陈兆文说：“乡村虽小，却是
伟大时代建设与发展的缩影，我很高兴能为
家乡的发展留下第一手资料。”

岂止是留下资料，正因为陈兆文更多地
关注家乡的美丽乡村建设、青少年教育、家风
家训、农业经济等，其传递的正能量，润物无
声地改变着当地的乡风、民风。在当地干部群
众的齐心努力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陈兆
文的家乡已脱胎换骨，成了都市人向往的

“后花园”。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如果不是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每年的寒
暑假，陈兆文还会像以前一样，忙碌在暑期度
假班、留守儿童乐园中。

从教 44年的陈兆文，对于教育事业有着
特殊的热爱。2017年，他获得教育部颁发的

“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荣誉证书。虽
然工作上已经退休，但他总说“做人、做事不
能退休”。

2004年，街头镇集镇村学生暑期溺水事
件屡有发生，进网吧、无节制看电视、玩电子
游戏等现象也多见。陈兆文和几位德高望重
的退休教师、社会人士一起，办起小学生暑期
度假班，他当教学“参谋”，寓教于乐，一办就
是四五年。

陈兆文还经常自编宣讲材料。在“长征胜
利纪念日”到来之际，他就写文章与孩子们探
讨“如何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进行新的长
征”，告诫他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引导他
们从小培养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

前两年，天台县开展了“革陋除弊，握手
文明——环境革命找茬征集活动”。在老人所
住的小区旁，有一间小型公厕。由于无人管
理，管道堵塞后粪水横流，行人路过莫不掩
鼻。陈兆文找到相关部门提出治理方案，一举
解决了困扰居民已久的小公厕卫生问题。陈
兆文还被评为“环境革命找茬能手”。

90余年的人生，陈兆文老人一直甘当蜡
烛，默默地燃烧自己。他说，入党时间越久，觉
得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现在年纪大了，更
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陈兆文：处世无奇但率真

每 天 读 书每 天 读 书
看报是看报是陈兆文陈兆文
老人老人雷打不动雷打不动
的习惯的习惯。。

本报记者颜敏丹 本报通讯员王为娟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民间一直流传着这
样的版本。这说法是对女性而言的，男性要反着来。

还有说眼皮跳代表的吉和凶不仅要看哪只
眼跳，还要看跳的时间，同一只眼睛上午和下午
还不一样。

眼皮跳跟吉凶有没有关系？跟啥会有关系呢？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张丽霞

表示，与玄学相关的，她不懂，但敢打包票的是，
“要是眼皮一直跳，很有可能是生病的预兆，尤其
要注意是否患上了面肌痉挛。”

左眼跳了20年，没当回事

前几天，79岁的许大妈（化名）戴着口罩、墨
镜，一路躲着熟人来到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就诊。一摘下口罩、墨镜，接诊医生张丽霞就
看到，许大妈的左侧面颊和左眼一直不自觉地跳
动。许大妈说，她的眼皮跳，一跳就是20年。

许大妈回忆，当年可能吹了冷风，得了“面
瘫”，找熟人打了针灸。后来情况好转，但一直没
有彻底好。“老辈人都说左眼跳财，说不定是代表

有好事呢，所以后来也就没太在意。”
近年来，许大妈发现她的眼皮跳动越来越严

重，脸颊和嘴角都有点歪斜了。出去买个菜、办个
事，也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这时，她才意识到
该去医院好好看一下。

张丽霞检查后，判断是面肌痉挛的问题，只
不过患者患病时间实在太长了，又错过了最佳的
治疗机会，现在只能尽力用药和康复治疗手段来
试一下。

眼皮跳和面肌痉挛的关系

那么，眼皮跳和面肌痉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
系？张丽霞说，面肌痉挛又称面肌抽搐，是一种临
床常见的颅神经疾病，表现为脸面部肌肉阵发
性、不自主地反复抽动。

面肌痉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间歇性发作。不发作时就是正常人，没

有任何症状。一旦发作，一般持续数秒到数分钟
不等，表现为眼角或面部抽动。

二是随着时间推移症状会逐渐加重。发病初
期可能表现为轻微的眼皮跳，一般持续数秒钟就
结束了。随着疾病进展，抽动范围、幅度越来越

大，抽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导致眼睛无法睁开，
口角歪斜。

三是有明显的诱发因素。面肌痉挛常在情绪
激动、劳累、紧张或长时间用眼等因素后诱发加
重。男性女性都可能发病，但面肌痉挛更“青睐”
中老年女性，高峰发病年龄在40-50岁。近年来，
呈现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可能有人要问：“眼皮跳很多人都遇到过，眼
皮跳就是面肌痉挛吗？”

当然不是。“虽然眼皮跳是面肌痉挛的主要
表现之一，但并不是眼皮跳就一定是面肌痉挛。”
张丽霞说。

张丽霞表示，大多数眼皮跳是生理性的，几
天就能好。有时电脑看久了、熬夜玩手机、麻将打
久了，都会出现眼皮跳，这种就属于过度劳累、过
度用眼、紧张、失眠后出现的生理性眼皮跳动，不
需要特别治疗，适当休息就会自动缓解。如果连
续眼皮跳却一直没有缓解，并有逐渐加重的趋
势，一定要赶紧去医院看看，请医生诊断到底是
什么原因引起的。

张丽霞特别提醒，由于眼皮跳或嘴角抽动是
间歇性发作，来医院就诊时不一定抽动，建议大
家抽动发作时，可以录制视频，以便医生诊断。

专家提醒：可能是生病的预兆，治疗要趁早

大妈左眼跳了20年，要发财吗？

本报通讯员曹红兵

一对半路夫妻，为敛财夫唱妇随刨墓上百
座。所获钱财虽不多，却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民
警从海量视频中截屏“读心”揪出“黑手”。

今年5月上旬，陆续有村民向仙居县公安局
各辖区派出所反映，称家里的坟墓被人刨了。

这事引起仙居警方的高度重视，刑侦反盗抢
中队实行专案侦查。民警和村居干部上山踏查后
大吃一惊，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坟墓中硬币被盗。

这么多坟墓被盗，而且都位于人迹罕至的山
上，犯罪嫌疑人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

民警初步判断多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且极
可能是有盗墓前科的人员所为。

正当民警绞尽脑汁寻找“墓地黑手”时，5月
30日，安洲街道一周姓村民报警，其下地干活时，
远远看到一黑衣男子在村里的墓地转悠，一见到
他撒腿就跑，形迹很是可疑。

根据时间线索，合成作战中心民警调阅附近

路段监控。在海量的视频中，民警捕捉到这样一
个画面：一女子正用手轻抚一黑衣男子的头。

民警眼前一亮：黑衣男子、女子，符合多人作
案条件；摸头拍头举动，按心理学推断极可能是
在安抚对方不安情绪。

警方顺藤摸瓜，甄别出一辆可疑车辆，发现
车主高某2019年曾因盗墓获刑。

办案民警心中大喜，就是他们了！
5月 31日下午，经跟踪蹲守，民警在金华永

康市一银行门口，将刚刚在银行柜台存完所得赃
款的两人抓获，并追回部分被盗钱物。民警看到
其所存的有些纸币已经残缺，大部分1元、5角的
硬币腐蚀严重。

经查，37岁的江西人高某和现任妻子易某各
自有过两段婚姻，两人皆是好吃懒做之人，去年
高某出狱后，与易某在永康市经营一个流动早餐
摊谋生，收入有限，加上每月 2000多元的车贷，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今年 5月，眼看易某临盆日期越来越近，高

某回想过往盗墓经历，打起了“发死人财”的主
意。几经打听，他得知相邻的仙居乡下人家有做
生坟的习俗，老百姓在办丧事的时候，都会在生
坟里投放18元到108元不等的零钱。

起初，高某每天吃过中饭，就独自驾车赶往
仙居，专往僻静山道走，看到有坟墓的地方就上
山，然后一座山一座山连着翻越，找到墓地就徒
手刨开生坟，一路偷过去。

几次满载而归后，高某跟易某炫耀“干这活，
每天就跟领工资似的”。易某觉得老公盗墓之旅
很刺激，不顾自身 9个多月的身孕，要求跟着高
某去开车做接应，感受这惊险刺激之旅。

夫妇二人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足迹遍及
仙居多个乡镇，盗墓 100多座，最多一天翻越了
八座山。虽然如此卖力，可到二人被抓时，总共只
获取了4000元左右。

破坏他人坟墓，不仅仅是对死者的侮辱，有
违公序良俗，也是对法律的蔑视，必将受到法律的
惩处。目前，高某已被批准逮捕,易某被取保候审。

夫唱妇随刨墓上百座 民警视频“读心”揪黑手

且看且议

本报讯（通讯员王选评 付庆磊）近
年来，路桥区人民法院持续推进家事审
判方式与工作机制创新，着力构建统
筹、办理、联动、保障四项机制，切实维
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去年1月至今年
6月，该院审结家事案件1016件，调撤率
59.1%，服判息诉率98.5%。

路桥法院构建党委领导的统筹机
制，细化调整《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实施方案》，确立“唤醒人性、增
进亲情、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改革理
念。推动成立涵盖法院、民政、妇联、人
民调解组织在内的“一站式”家事纠纷
解决平台，合理分工，提高效能。明晰法
院主导的办理机制，选配12名家事审判
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组建专业家事审
判团队。制定《家事案件审理规程》，明
确调解前置、财产申报、心理干预等程
序；制发《家事案件诉讼指引》，创制“表
格式”起诉状、“清单式”举证指引，有效

解决家事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欠缺等
问题。完善家事改革的保障机制，改造
情景化家事审判场所，创新使用“客
厅”调解室及“圆桌”审判台，突出“家”
的温馨。

同时，该院着力构建多方参与的联
动机制，与区公安、检察、司法、民政、妇
联等部门共同签署“诉源治理”及“反家
庭暴力”网格构建工作备忘录，搭建诉
前调解及反家暴工作平台，累计为30余
名家暴受害者提供有效庇护。在区级、
各镇（街道）设立家事纠纷调处室，选聘
23名家事调解员参加调解疏导、社会调
查、跟踪帮教等工作，诉前协助化解家
事纠纷 442 件，帮助 41 对夫妻破镜重
圆。开展“寻找最美家庭”“110拒绝家暴
宣传”“公众开放日”等活动，发放宣传
材料 500余份，召开普法讲座 3次，邀请
各界人士旁听家事案件庭审 130 余人
次，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路桥法院深化家事审判改革

许贵元

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
解释，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
息进行规范。比如，物业不得强制将人
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等。
依据该司法解释，市民能够认定人脸识
别违法行为，明明白白维权；经营场所相关
人员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脸识别，一
旦被诉讼，将面临败诉风险，支付赔偿金。

该司法解释于 8 月 1 日起施行。如
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发强烈
反响。近年来，特别是疫情防控转入常
态化以来，“人脸识别”逐步渗透到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大有普及推广之
势。然而，“人脸识别”技术在诸多领域
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随意滥
用和强制性使用的现象。媒体曾多次爆
料，个别地方还有把八九十岁的老人

“抱”起来，或用轮椅推到镜头前“刷
脸”，并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小
区门禁设置人脸识别，是为了加强小区
安全管理；学校课堂配备人脸识别，是
为了督促学生专心学习；去医院看病或
去超市购物，以及去银行办理储蓄业
务，也都必须经过“刷脸”这一关，否则，
将被拒之门外；就连一些党政机关也安
装了“刷脸”设备，使前来办事的人经常
遭遇“门难进”的尴尬。上述做法，大都
打着维护群众利益和百姓健康安全的
旗号，殊不知，这样做大大超过了私权
保护的界线。有的人脸识别系统是“无

感式”，人在浑然不觉中就被抓拍，令人
忧虑重重。

规范“人脸识别”非常必要及时，顺
民心、合民意，同时，也给大行其道的

“人脸识别”戴上了法律的紧箍咒。事实
上，有些人之所以认为“刷脸无所谓”，
就是没有认识到“人脸识别”有侵权行
为，是私权保护意识淡薄的表现。

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国家出台了
一些法律，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29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但是，
这些规定比较笼统、不细致、不具体，操
作起来难以把握适度和公平。更重要的
是，公众难以确定滥用“人脸识别”是违
法侵权行为。最高院此次出台的司法解
释，如同一张“明白纸”，让公众一目了
然，体现了司法为民便民的温度，为公
众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有了这一司法解释，就要进一步加
大宣传力度，教育引导公众不断增强法
治观念和自身维权意识。公安、司法、卫
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对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设备的单位部门，要进行“拉网
式”排查，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其是
否安装或拆除。对那些打着维护群众利
益、疫情防控需要、脱离社会实际、扭曲
公众意愿，甚至造成私人信息泄露陷入
骗局，导致损失后果严重和不良社会影
响的，要依法依规果断查处。

给“人脸识别”戴上法律紧箍咒

本报讯（通讯员金宇婷）拘留所三
进三出，“老赖夫妻”终于主动腾房了。
近日，温岭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被告人阮某、
罗某夫妇二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阮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缓刑 1年，
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阮某、罗某向温岭某公司借款20万
元一直没有偿还，该公司提起了诉讼。
2017年 3月，法院作出判决，要求阮某、
罗某共同偿还借款20万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及律师代理费1.1万元。

判决后，阮某和罗某都未履行债
务。经查询，阮某和罗某共有一套房子，
且一楼为商铺，夫妻俩有经营收入。法
院工作人员找到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双方约定每月按期还款，签订和解协
议。但没过多久，阮某和罗某又以生意
不好为理由，不履行还款义务。法院多
次催讨，二人仍无动于衷。

2018年6月，法院查封该房产，并张
贴拍卖裁定书、腾房公告。同月，法院以

拒不申报财产状况对阮某予以司法拘
留15日。之后，法院向阮某、罗某当面送
达了执行通知书、限制消费令、报告财
产令，并对阮某、罗某作询问笔录。阮
某、罗某表示不愿意腾房，也拒不配合
腾房。阮某称一家五口都在此居住，无
法搬迁。

2019年 8月 31日，经电话传唤，阮
某向警方投案。同年 9月 16日，罗某也
向警方主动投案。

2020年 1月 13日，阮某再次因拒不
申报被法院决定拘留15日。2021年4月
21日，阮某、罗某腾空了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阮某、罗某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系共同犯罪。鉴于阮
某、罗某案发后能投案自首，并腾空了
房屋，在审理过程中能认罪认罚，确有
悔罪表现，根据两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
的具体作用，决定对阮某、罗某分别依
法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一对夫妻犯拒执罪双双获刑

连日来，路桥区纪
委监委聚焦重大工程
建设项目劳资纠纷，奔
赴工地一线，面对面听
取民工声音，确保一线
民工工资按时发放。图
为路桥区纪委监委派
驻第三纪检监察组联
合相关部门，在路南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迁建项目工地，了解民
工工资落实情况。
本报通讯员王保初摄

近日近日，，一群特殊的一群特殊的
普法志愿者来到椒江法普法志愿者来到椒江法
院院，，他们是椒江区学院他们是椒江区学院
路小学学生路小学学生，，也是也是““小红小红
萌志愿服务队萌志愿服务队””的成员的成员。。

小朋友们观摩了一小朋友们观摩了一
场盗窃案件的远程庭场盗窃案件的远程庭
审审，，看到了违法犯罪带看到了违法犯罪带
来的严重后果来的严重后果。。庭审结庭审结
束后束后，，小朋友们争相坐小朋友们争相坐
上审判席上审判席，，敲响法槌敲响法槌，，体体
验了一把验了一把““小法官小法官””的感的感
觉觉。。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李李 晴晴摄摄

法院来了群法院来了群““小红帽小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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