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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采用私拉电线、乱装插座
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电动自行车充电要远离易燃
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
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

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
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
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
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

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
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
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
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
灾。

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自
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
火灾风险。

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
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
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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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 牢记七个“严禁”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荆楚工匠丁忠盛：

工地砌加热炉，砖块灰缝达“毫米级”

■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王安琪

两点平行，第三笔斜撇居中，横钩挫
笔上扬……5月6日上午，在湖北省武昌
水果湖第二小学 606 班课堂上，语文老
师刘进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着课文的
标题《学弈》。学生们认真盯着黑板，刘
进一边写一边讲解每个笔画的书写技
巧。无论教学设备如何更新，刘进写板
书的习惯已经坚持31年。

1994 年，刘进从师范学校毕业，选
招进入水果湖二小任教。读师范学校
时，他就展现了书法特长，多次在校获得
书法奖项。刘进说：“我父亲是高中毕业
生。在我小时候，他就教育我要说好中
国话、写好中国字。对于师范生来说，写
字属于每天必练的核心基本功之一。我
一直记得我的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不
动笔墨不读书。”

教学之初，一手好字成了刘进的教
学法宝。上课时，只要他动笔写字，教室
里就会立马安静下来。他在黑板前一笔
一画地认真写字，讲台下的学生们则屏
息凝视，有的还会在草稿本上悄悄模仿
他的笔法。

给学生教生字时，刘进边写边讲解
每个字的造字方法、历史演变。他的手
边有一本2011年出版的《感悟汉字大智
慧》，这是一本讲解汉字发展史的书，书
页已经泛黄。刘进细心保存着这本书，
翻看书页时往往能看见以前所作的笔
记。“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
书，我只要有空就会给孩子们写。我不
仅在教语文，也在教历史、传承文化。汉
字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载体。”

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刘进的板书
逐渐丰富起来。他尝试着用彩色粉笔勾
勒简单的图画，用各种符号、曲线图、时
光轴等组合板书内容。现在，学生们也
加入进来，与刘进一起写板书。“有些课
文需要提炼关键词，我都听学生的。他
们怎么提炼关键词，我就怎么写。有些
课文需要配图，我就喊学生上台自己
画。板书也成为师生精神互动的载体。”

刘进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板书
照片。2011年，有省教研员看见后，把他的一手好字推荐给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行知实验班。当时，行知实验班刚刚创建，
刚好差一位书法老师。“我每周利用双休日去给大学生上书法
课，已经教《粉笔字技法》课程15年了。教大学生写粉笔字，
是为了更多教师能传承粉笔字这门手艺。站讲台的本事学好
了，传道授业时才有底气。”

随着科技的进步，部分教师对板书的态度也发生了
变化。刘进说：“我使用过投影仪、教学一体机、电子黑板
等多种设备。老师可以利用电脑提前制作精美的演示文
档，连接互联网后还可以直接上网搜索图片、视频，非常
方便。”

但是，随着使用的深入，刘进发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受影
响最大的就是孩子们的视力。一个老师只使用几十分钟电子
黑板，而孩子们却是每节课都在使用。每天盯着电子显示屏，
不少孩子的视力下降非常快。”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数字化
资源的冲击，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也在逐渐降低。刘进
说：“老师写板书，学生们认真盯着老师的粉笔，‘答案’一点
点被引导出来，这也是学生思考的过程。使用电脑，一张演
示文档就把所有答案呈现了，不费功夫得来的东西，孩子们
怎么记得住？”

发现问题后，刘进严格控制电子教学设备使用时间。他
对以前用过的演示文档作了大删减，删掉了全文展示、分析、
归纳、资源链等内容，改为师生诵读、写板书，从而推进个性化
教学。

606 班教室里书声琅琅，学生们在刘进引导下朗读课
文。12岁的饶美辰说：“我第一次上刘老师的课就被他的板
书惊艳到了。刘老师的字工整、灵动，仿佛会说话。我默默模
仿他的书写，在书写中寻找着学习语文的乐趣。如今，我已经
拿过很多诵读和书法比赛的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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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正在给学生们上课。 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杨
静）全职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照顾家人，是
否有劳动价值？她们遭遇车祸，能否索赔
误工费？5月6日，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
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获悉，在一起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司法裁判肯定了全职
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支持其索赔合理的
误工费。

2023 年 12 月的一天中午，在东西湖
区，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与赵女士所骑电
动自行车相撞，造成赵女士腿部受伤、车
辆及衣物受损。随后，赵女士被送往医院
住院治疗。经司法鉴定，赵女士误工期为
120天、护理期为60天、营养期为60天，后
续还需接受进一步治疗。

经交管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中，王某
和赵女士负同等责任。小型汽车的驾驶
人为王某、所有人为陈某，该车已在某保
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及 300 万元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双方因赔偿金额迟迟达不成一致意

见，赵女士将王某、陈某和某保险公司告
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赔偿损失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女士因事故受伤
属实，其合理损失应获赔偿。法院认定赵
女士与王某按5∶5的比例分担事故责任。

针对赵女士诉讼请求中的误工费，法
院认为，赵女士提供的家务劳动虽不能直
接转化为货币，但对保障其他家庭成员正
常工作具有支撑作用，具备经济价值。同
时，赵女士作为具备劳动能力的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交通事故受伤后，其外出
务工求职的机会受到负面影响，导致家庭
的收入和支出受到消极影响。

5 月 6 日，记者联系上承办法官李金
文。他说，误工费是为补偿被侵权人（受
害人）因侵权损害所减少的收入。一般而
言，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要有固定而持续
的收入。

“全职家庭主妇遭遇事故后能否主张
误工费，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其年龄、劳
动能力、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获取劳动

机会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李金
文介绍，此案中，事故发生时，赵女士年
龄在40岁左右，身体健康；事故发生前不
久，赵女士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专
门辞职在家，具备一定的工作经历和工
作经验。结合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公
平原则，法院酌情支持了赵女士诉讼请
求中的误工费，按照 100 元/天计算 120
天误工费，共计 1.2 万元。最终，法院判
决某保险公司赔偿赵女士各项损失共计
3万余元。

据悉，去年以来，安徽芜湖、河南焦作
等地法院均有支持全职家庭主妇误工费
的司法案例。

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职家庭主妇群体为家庭付出的心血和
劳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遭遇类似事故
时要勇敢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虽然家
务劳动未直接产生外部经济收入，但其对
家庭稳定和经济支出的节省有着重要作
用，法律会充分认可和保障相关权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
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
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
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
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
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
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
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
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
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
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相关法律条文链接>>>

全职家庭主妇遇车祸能否索赔误工费
法院：肯定“家务劳动”价值，酌情支持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实习生王昱麟 通讯员张文一

5月1日早上7时15分，荆楚工匠、中国
一冶砌筑工丁忠盛收拾好工具包，登上开往
武钢高端取向硅钢项目的通勤大巴。

7时45分，项目现场，戴着黄色安全帽的
丁忠盛弯腰钻进加热炉炉壳内部，左手持砖，
右手抹灰，动作如行云流水。砖块落下，灰缝
被他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墙体平整饱满。

当日，丁忠盛推进施工的同时提供专业
的砌筑技术支撑。在武钢高端取向硅钢项目
中，4个加热炉隔离器需要在10天内完成砌
筑，容不得半点差错。

砌筑是各类冶金炉窑建造的关键环节，
对工艺要求极高。上百块耐材砖拼接在一
起，如果砖缝过大或灰缝不饱满，可能造成漏
气透火甚至爆炸事故。“我们的工作就像给高
压锅做密封。”丁忠盛解释道。

“看，这里需要特别处理！”施工现场噪声
很大，丁忠盛指着加热炉炉壳内部的孔洞大声
对长江日报记者说。每当砌到异形部位，他总
会掏出随身携带的卷尺，迅速测量后现场切

割。“切割偏差超过1毫米，砖缝就会过大，影响
加热炉的安全和使用寿命。”说话间，豆大的汗
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蓝色工装早已湿透。

丁忠盛的师傅是大国工匠培育对象吴春
桥。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自入行起便以“毫
米级精度”为标准，日复一日坚持八九个小时高
强度砌筑训练。从业26年来，他参建了30余座
焦炉、高炉等窑炉工程，质量过硬，广受好评。

“能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我觉得是一
种荣誉。”丁忠盛说，“虽然辛苦，但看到自己砌
筑的炉窑顺利投产，那种成就感无可比拟。”

眼下正是吃虾的时节。丁忠盛打算下班
后去农贸市场买5斤龙虾，为家人烹制一顿
节日大餐。“平时工作忙，‘五一’难得全家团
聚，我得露两手。”他笑着说。项目党支部副
书记罗培透露，丁忠盛不仅砌筑手艺好，拿手
菜也不少。土豆炖牛腩、排骨藕汤、油焖大虾
等硬菜、好菜，他都会做。

临近中午，丁忠盛的儿子丁润希发来一
条信息：“爸，早点回家，晚上一起吃饭。”在丁
润希眼里，父亲有一双巧手——他砌的炉灶
经久耐用，几十年不坏；他做的虾子更是鲜美
入味，能让全家人回味好几天。 丁忠盛正在抹灰。 周迪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琳 通讯员肖洪）“五
一”期间，武汉市第十二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
类少儿组足球比赛圆满结束。本次比赛共分
为男女中心城区和新城区4个大组，分别在3
个赛区同时进行。来自全市的近千名运动员
在绿茵场上追逐自己的梦想。经过激烈的较
量，各组名次最终排定。

足球项目是武汉市传统优势项目。长期
以来，通过不断深化“体教融合”，武汉市的校
园足球及青训发展水平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校园足球试点学校共有
近500所。市运会比赛则是武汉青少年足球
选手竞争的最高舞台，代表了各年龄组的最
高竞技水平。

男足中心城区组的比赛在塔子湖足球训
练基地进行，共有 7 个区的 17 支代表队近
400人参赛。男足比赛按年龄分成甲、乙、丙
3个小组。经过几天的小组循环赛，江汉区
两支代表队分别获得甲组、乙组冠军，丙组冠
军则是硚口区代表队。

获得乙组冠军的江汉区代表队教练程

卫介绍，这支队伍主要以传统足球名校市
十二中的学生为班底，辅以区内另几所中
学的学生。程卫及其教练团队则主要来自
振兴路小学。程卫是振兴路小学校园足球
总教练，曾多次率队参加市运会。他说：

“参加市运会是每名运动员成长必须经历
的过程。参加了市运会，下一步才是省运
会、全运会，最后到奥运会。通过这次比
赛，孩子们应学会真正的团队配合，不管顺
境还是逆境都勇于面对。他们学会这些比
赢球更重要。”

江汉区代表队 10 号球员陈凯迪是市
十二中初二学生，练习足球已有 8 年时
间。他说：“与我参加的其他比赛相比，市
运会的比赛级别更高，裁判更专业，场地
设施也更好一些。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
夺得冠军。”据介绍，陈凯迪入选国青队训
练营并前往成都接受集训。他说：“我希
望自己能在足球之路上走得更远，梦想当
然是能进国家队为国争光，然后出国参加
五大联赛。”

男足新城区组的比赛在武汉体育中心足
球公园进行，共有 6 个区的 14 支代表队 240
余名运动员参赛。最终，东西湖区代表队、东
湖高新区代表队、武汉经开区代表队分别获
得甲组、乙组、丙组冠军。

女足比赛按年龄分成甲组、乙组，比赛均
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进行。

近千名小选手逐梦绿茵场
市运会青少年体育类少儿组足球比赛落幕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展开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