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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8日讯 “车祸视频太惨烈
了，很震撼。”今日上午，武警湖南省总
队几百名机动车驾驶员举行安全行车
教育活动。 在观看车祸图片和视频时，
惨烈的事故现场，让不少老师傅都吓得
寒毛直竖，都纷纷表示以后开车得悠着
点。

上午10点， 在武警湖南省总队3楼会
议厅，长沙市交警支队处教科副科长肖强
向驾驶员们详细讲解安全行车注意事项。
用一个个真实的事故案例，告诫驾驶员不
要疲劳驾驶、 醉酒驾驶，“对自己生命负
责，让家人放心。对他人生命负责，让更多
家庭安心。”

一个小时的讲解，几百名驾驶员一直
埋头认真做着笔记，不时翻阅手中发的安

全行车手册。看到因醉驾、酒驾、疲劳驾驶
等原因而导致的车祸图片或视频时，惨烈
的画面对这些专业驾驶员们产生了极大
的震撼。

随后，几百名驾驶员来到星沙事故警
示教育基地，参观了展示在这里的数十辆
车祸事故车辆。 展示台上不论重型卡车、
面包车还是小轿车，全部面目全非。工作
人员陈庆祥介绍，这些车都是在临长高速
上发生车祸的车辆， 大多是因为超载、超
速等原因酿成的惨剧。

武警湖南省总队汽车中队分队长甘
桂成表示，“参观事故车辆后心情非常沉
重，安全教育非常深刻，对我们的驾驶员
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乔姮 通讯员 张旭

看了“恐怖片”，都说开车得悠着点
事故警示教育基地，数十辆面目全非事故车也挺吓人

本报9月8日讯 昨晚8时许， 一辆比
亚迪F6黑色小轿车撞上了猴子石大桥的
中间隔离带，小车司机当场死亡。

据了解，死者名叫杨传兵，现年38岁，
湘潭人，在树木岭附近上班。当晚，他独自
一人从娄底出差返回长沙，途经猴子石大
桥时，由于没有路灯，也无任何警示标志，
杨传兵驾车撞上“断层”的中间隔离带，当
场死亡。

今日上午，记者赶到事发地点猴子石
大桥，在该桥靠近河西方向，记者发现有
几名施工人员正在修建绿化带做该桥东
西通向隔离之用，相关部门在施工地点竖
立了安全标语，而未来得及施工的长达数

十米的中间“断层部分”则用黄色线标明，
并无异样。

路过的市民范先生表示，他经常驾车
经过这一路段，这段路间隔离带，出现得
很突兀，从远处很难分辨，因为路灯照明
效果不好，在晚上更不容易发现。为此他
建议有关部门在隔离带附近设置醒目的
提示性标识， 以减少类似交通事故的发
生。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郁 杨章程

9月8日下午，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家园小
区发生了一起意外，砂子塘小学的一名11岁
男孩在玩耍时不慎坠入通风管道，从18层居
民楼里一直顺着排风管道坠入负一楼，当场
死亡。

当日下午1点多， 离上学时间还有一个
小时，校门还没有打开，4名学生便到旁边的

泰禹小区3栋的楼顶玩耍。 为什么要到上面
去玩？事发后，据一名孩子说，是因为楼顶上
有个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排风管道，危险的
是排风管道有个特别大的缺口，这个缺口足
够孩子爬进爬出。其中一个孩子不小心跌入
管道，垂直坠到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当场
死亡。事发后，小孩的父母及亲属赶到事发

现场，悲痛欲绝。
从痕迹判断，这个缺口已经破损很长

时间了， 但是周围没有任何提醒标志，然
而在出事楼顶的房门上有个提示：“请看
管好孩子，勿在此攀爬，以免发生意外”。
这个标志如果站在出事缺口处，根本看不
清楚。

现在家属还在泰禹小区里等待事故的
处理结果。这个事故的责任在谁，他们有两
点看法，一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维修和处理
顶楼上的排风管道的缺口，二是学校没有起
到监护看管的职责。除此两点，家长们是否
也要好好想想： 自己的监护责任是否到位。

■据都市一时间

11岁小学生玩耍坠入通风管
事发长沙市雨花区 从18楼坠入负一楼当场身亡

夜间驾车撞大桥隔离带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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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8日讯 “这样的检测结果我
反正不信”，10岁儿子的一节指骨做骨密
度被贝诺医院检测得出了5个截然不同的
结果，家长贺女士无法淡定了（详见本报9
月7日A13版），如此“不靠谱”的检测如何
能让儿子得到靠谱的治疗。目前长沙市卫
生监督所已经接受贺女士的投诉，初步调
查结果是“操作骨密度检测仪的陆文燕
（音）不具备行医资质，构成违规已立案处
理”。

一块指骨为何有5个骨密度
贺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小宝（化名）左

手中指的一节指骨， 同一个检测部位，同
一台检测仪器，相同的操作程序，却先后
得到了-1.7、-2.2、-0.5、-0.8、-0.6，5个截
然不同的结果，对此，长沙贝诺医院院长
陈曼娜解释称是“沟通有误”，并表示由于
人的身体在不断变化，加之可能存在仪器
操作人员涂抹耦合剂不均匀等因素影响，
才造成数据上有起伏。

但贺女士向记者表示， 贝诺医院给儿
子的诊断和治疗“乌龙”尽出。“我儿子的内
分泌检测结果名目众多，其中还包括有TG
抗体和TPO抗体的检测，事后我上网一查，
这两项竟然是用于检测甲亢病症的。”

面对贺女士的质疑， 陈院长则坚称：
“对人体生长有影响的因素很多， 给孩子
做这些检测都是有必要的。”

“医院到底让谁长高了？”

“做完检测后，医生就给孩子直接开药
了，”贺女士认为，现在回想起来，贝诺医院
是利用自己急于让儿子长高的心理弱点在
忽悠人。“儿童长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孩
子经过青春期的发育如果自然长高了，医
院会归功于他们的治疗有方； 但孩子没长
高那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又有谁来管
以后的事呢？ 贝诺医院号称能帮助儿童长
高， 那么他们到底帮助哪个儿童真正长高
了，能否公布具体的信息让人信服呢？”

面对贺女士的质疑，陈院长表示：“到
贝诺医院就诊的患者，长高的效果都比较
明显，医院也有回访。”然而当记者提出可
否提供一至两个增高治疗成功的具体病
例时，陈院长表示“这个不能透露。”

【卫监所】
贝诺医院操作人员无资质违规

贺女士怀疑之前操作骨密度检测仪的
人员不具备资质， 已向长沙市卫生监督所
进行了举报。 记者今天下午联系到该所一
位张姓工作人员， 他表示该所医疗执业监
督科的调查人员前往长沙贝诺医院对陆文
燕（音）是否具备行医资质进行了调查，初
步结果认定陆不具备行医资质，构成违规，
卫监所已立案，将进一步调查取证后进行
处理。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李贵川

卫监：医院操作人员违规
医院称“只是沟通有误” 患者家属：“我反正不信”

《贝诺医院1块骨头测出5个“骨密度”》后续

9月8日，长沙市东塘，一位以缝补为职业的老师傅坐在一
品牌专卖店旁修补衣服。老师傅说，一般年轻人喜欢买新衣服，
拿来找他缝补衣服的多为中年人， 他们认为若是衣物上仅仅破
个小洞就丢弃实在可惜，所以就找师傅补补。 读者 张先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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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武警湖南省总队进行驾驶员安全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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