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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小敏

3月5日，网友“上善若水”在朋友
圈发帖：“学生夜里身体不适，我赶紧起
床从家赶往学校，带学生去医院做了一番
检查，忙了半夜，好在学生并无大碍。”

网友“追光者”：至今记得初三时半
夜发高烧，是班主任带我去校门口一家诊
所打针。

网友“夏至未至”：好老师，不仅是
知识的传授者，还是学生的精神向导和生
活管家。为老师点赞！

3 月 5 日，记者采访了网友“上善若
水”。他是我市漯河五高高二年级的政教
负责人，3月4日晚上11点半左右，学校
男生宿管教师突然给他打来电话，称宿
舍楼有一高二男生出现心慌气短等不
适，正在赶往校医务室。

接到电话后，已经休息的他立刻起
床，开车赶往学校。路上，他联系了该
男生的班主任。赶往学校医务室后，医
生表示，最好将男生送往医院进行全面
检查。

他又和该男生班主任、及时赶到的学
生家长一起，开车将学生送往医院。经过
全面检查，确认学生身体无大碍，出现不
适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他又耐心地跟
学生进行了沟通，对其进行了心理疏导。

等忙完这一切，已经是凌晨 1 点多，
因担心回家后打扰家人休息，他直接回了
学校，在办公室凑合着休息了几个小时。

“在学校里，学生有事，我们肯定要
积极负责。”网友“上善若水”表示，工
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类似的突发情况，
不只是他，每个教师都会第一时间帮助
学生解决困难。尽管有时候的确辛苦，
但只要学生没事，能健康成长，他就觉
得很有成就感。

□见习记者 党梦琦

“哪位邻居拿错包裹了，请放回门
卫室。”3月5日上午，网友“花骨朵”在
朋友圈发消息说。

网友“花花世界”：那么多快递包
裹都放门卫室，难免有人拿乱拿错，
以后还是自己小心点，当面签收比较
好。

网友“猫小妞”：我看别的小区都
有云柜，可以给物业上提提，相对来

说会安全点，也方便。
网友“知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

能拿，怎么能乱拿别人的东西呢？

3月5日上午，因为暂存在小区门
卫室的快递丢了，家住市区海河路中
段的网友“花骨朵”很是郁闷。她平
日喜欢网购，由于上班时间不方便收
快递，网购时便留了家里的地址。“快
递员过来送快递时，我一般都是让他
把包裹放在小区的门卫室。但这次收
的包裹，下班回来翻找了几遍，也没
有找到，估计是谁拿错了。”网友

“花骨朵”说。据她介绍，他们小区
的居民大多习惯将快递放在小区门卫
室，随后再来取走，以前也没有出现
过这样的情况。

“我在小区业主群里问了，还有两
个业主最近也丢过快递，以后收快递
最好还是要亲自收，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花骨朵”说。

该小区一位门卫告诉记者，对于
快递的管理，已经超出了门卫的职责
范围，物业本就不负责给业主收快
递，平时业主在门卫室暂存东西他们
都会提醒业主尽快拿走。

随着社会发展，网购已经成为不
少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少人为了方
便，会选择把快递暂时存放在门卫
室，那么物业有没有义务看管快递，
如果发生快递丢失的话应该怎么办，
物业是否担责呢？

就此，记者采访了河南澜业律师
事务所主任李凯律师。他表示，一般
情况下，小区门卫或者物业管理部门
没有代收快递包裹的义务，除非小区
的物业服务合同上特别标注了有此项
服务。

“如果业主本人同意快递员将快递
暂放门卫室，快递出现丢失、损坏等
纠纷时，责任很难界定。建议快递一
般由本人签收或亲友代收，尤其是一
些贵重物品，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纠
纷。”李凯律师提醒到。

学生半夜身体不适
老师开车送其就医

夜班公交需加收一元？
市公交集团：仅限晚上从漯河西站发的车

快递放门卫室丢失，谁“背锅”

□本报记者 朱 红
实 习 生 王中杰

3月4日晚，网友“胖熊猫”在朋
友圈发消息称：“晚上8点多我从双龙
坐 103 路公交车准备去文化路口，司
机对我说夜班车要加收一元，让我刷
了两次卡，有这个规定吗？坐其他公
交好像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璇璇”：没听说夜班车要加

收费啊，新规定吗？
网友“观海云远”：平常坐不都是

一块钱吗？不过我没咋坐过夜班车。
网友“XIXI”：好像晚上从漯河西

站出发的车是要加钱，我之前坐高铁
遇见过，103路公交车好像就是从高铁
站发的吧。

3 月 5 日上午，记者就网友“胖
熊猫”反映的‘夜班公交需要加收
一元’这个情况向市公交集团进行
咨询。

工作人员丁先生告诉记者，我市
公交车不存在所有夜班车要加收一元
的情况，但有一个特殊情况，晚上 7
点50分之后，从漯河西站始发的公交
车，票价是两元，无论是 103 路还是
101路。这条线路是从漯河西站到漯河
火车站，公交集团在一开始设计这条
线路时，就定价 2 元，这条规定已经
实行5年了。

“以后公交集团会加强公示，比如
在车上悬挂牌子、标明价格等，避免
市民对公交车的定价产生疑惑。”丁先
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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