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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发新枝心意足

首例！贪官死后千万赃款被没收

祖辈最易带出“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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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江苏省人民检
察院召开发布会，介绍“任
润厚受贿、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违法所得没收案”细
节，这也是国内首例因犯
罪嫌疑人死亡而适用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的省部级领
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
厚于 2014 年 9 月 20 日因

严重违纪被免职，同年9月
30 日因病死亡。2016 年
12月，扬州市检察院向法
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
请，对任润厚涉嫌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犯罪的
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予以追缴。2017 年 7 月，
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
定，依法没收任润厚受贿犯

罪所得30万元及孳息；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所得
人民币1265万余元、外币
若干及珠宝等物品135件。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
中，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
死亡，会导致刑事诉讼程
序无法进行。由于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犯罪违法
所得也无法追缴。但刑

事诉讼法后增设了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明确规
定，对于贪污贿赂等重大
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无
法到案的，人民检察院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
违法所得的申请。”江苏
检察机关专案组人员介
绍。（摘编自《南京日报》）

个人跨省结算费用
能查询了

国家医保局近日表示，
所有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
保人员均可通过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实现跨省异地就医
线上备案。同时，国家医保
服务平台新增个人跨省结算
费用等个性化信息查询服
务。（摘编自《北京晚报》）

赴港澳旅游签注
恢复“全国通办”

11日，国家移民管理局
发布公告，自5月15日起实
施全面恢复实行内地居民
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
通办”。内地居民可向全国
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
机构提交赴香港、澳门团队
旅游签注申请，申办手续与
户籍地一致。（摘编自央视）

治理医疗乱象
聚焦口腔等领域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4
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2023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
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
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
问题。其中要求深入治理医
疗领域乱象，并聚焦医疗美
容、口腔、辅助生殖等重点领
域。（摘编自《成都商报》）

我的窗台有一株蝴蝶兰。它生长
在竹编的花篮里，粗长的花茎上，开着
满满的花朵。

我好多时间都是和花草作伴，关
心它们的生长，和它们交流说话……
前年春节前夕，女儿带我去花市，我一
眼就看中了这株蝴蝶兰。它的造型就
像孔雀开屏，花开花落，每天都带给我
一些小惊喜。

今年，蝴蝶兰又抽出了新枝。眼
下，我环顾斗室，看艳艳紫花，嗅淡淡
馨香，心里感叹：有兰相伴，足矣！（河
北石家庄 张玉荣 75岁）

征稿“花草情”专栏欢迎读者讲
述养花养草那些事。要
求：照片清晰、美观，文字
简短、有趣味。投稿请加
编辑微信18569537321。

最近，一起“高铁掌
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当“熊孩子”、打人等敏感
词语一起出现时，话题迅
速发酵。不少网友表示，
在公共场所“苦‘熊孩子’
久矣”。还有言论说，祖
父母辈最容易带出“熊孩
子”。这句话毫无道理。
不过，带好孩子，很多祖
父母肯定也得操心。

“熊孩子”引发不少冲突

“高铁掌掴事件”发
生在 5 月 2 日。媒体报道
还原了事件经过：5 月 2
日，一女子发布视频称，她
在乘坐高铁途中，因制止
孩子撞椅背遭到对方家长
掌掴，她进行了反击。5
月 4 日晚 8 点，该女子被
传唤调解后，选择进行不
和解，被警方处以行政罚
款 200 元 ，对 方 则 被 罚

500元。该女子把事件经
过、处罚结果等内容发布
到网上后，引起广泛热议。

“高铁掌掴事件”的
引发，与儿童有关。事实
上，近年来，媒体曝光高
铁、飞机等“熊孩子”吵闹
引发乘客冲突的事件不在
少数。去年 8 月，在某次
高铁列车上，3 岁孩子吵
闹引发乘客不满上前劝
阻，遭家长“回怼”：“我控
制不了他”“3岁孩子听不
懂道理”“嫌吵你们坐高级
的去”……多起事件，令网
友直呼“熊孩子吵闹事件”
无解。记者采访时，绝大
部分家长也表示，孩子外
出时吵闹很难避免，只能
在吵闹时尽量哄和引导。

变成“熊孩子”责任在家长

“1 岁以下的婴儿正
处于探索世界的时期，但

是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控
制能力不够，就会出现拍
椅子、大声尖叫的情况，
家 长 安 抚 起 来 非 常 困
难。”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崔颜颜表示，孩子 1 岁以
后，特别是 2 岁开始已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社
会规则，家长需要开始培
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如果
家长忽视了孩子行为习惯
的培养，平日又过度宠爱，
对于孩子所有不合理行为
都不加以教育，就可能让
孩子变成“熊孩子”。

崔颜颜解释道，有些
孩子“熊”可能只是为了
得到家长的关注。作为
家长，在平日的教育中就
要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同时给予孩子足够多的
关注，用正确的方式吸引
孩子的注意力。同时，在
孩子不小心影响到他人

的时候，可以让孩子道
歉，或者父母向对方表达
歉意做孩子的榜样。

通过做游戏等教导孩子

广州市家庭教育专
家哈英敏表示，孩子在公
共场所吵闹都是向家长
发出一些信号，比如孩子
的某些需要没有得到满
足。因此，在孩子哭闹的
时候，家长首先要去回应
孩子的情绪，比如引导他
们转移注意力，慢慢将孩
子情绪平复下来。

“孩子在高铁上吵闹
的本质，是家长如何在日
常的教育中教导孩子遵守
公共秩序和规则。”哈英敏
建议，在家庭教育中，家长
可以通过做游戏、角色扮
演等方式教导孩子如何遵
守公共规则。（摘编自《广
州日报》《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