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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强忍病痛“7次举手”，生命教育不能成空谈
课 堂

上，学生身
体 不 适 举
手示意，老
师 该 怎 么
办？

近日，
一 位 家 长

发帖称，2020年11月，其8岁的儿
子郭某在福州市鼓楼区某小学
上课期间，身体不适，10分钟内
举手示意7次，但任课老师并没
有带他离开教室。下课后，孩子
下楼梯时摔倒在楼梯拐角处。
不久，孩子的父亲赶到现场拨
打了120，将其送往医院。不幸
的是，孩子深度昏迷后不幸离
世。

据当地教育部门回应，目
前该事件已进入法律程序，法
院已公布一审判决结果，二审
也已于2月9日开庭审理。

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猝然离
世，家长的绝望可想而知。这起事
件争议最大之处在于郭某曾7次举
手示意自己不舒服，但任课老师却
没有带他离开教室去医务室。

复盘整个事件过程，人们

难免假设，倘若郭某在第一次
举手时就得到了救助，后面的
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正因如此，很多人把指责
的矛头对准了任课老师，发出
了诸如“这位老师太无情”“孩
子不是她的，所以这么冷漠”等
等评论。任课老师在这起悲剧
中要不要承担责任？法院二审
已经开庭，相信不久之后，法律
将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除此之外，本次事件有个
细节也值得关注。

直到第七次举手，郭某才
被允许发言，得以向任课老师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为什么郭
某在感到身体不适后，不能第
一时间在课堂上对任课老师直
接说出来？这是个例还是普遍
存在的现象？

从新闻的评论区来看，不
少大学生在课堂上遇到身体不
适时也选择强忍着，不敢直接
声张。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
人，遇到这一情况尚且如此，可
见学生课堂遇病强忍现象之普
遍。基于此，把事件原因全部归
结于郭某“年龄小”“不敢说”显

然不太合适。
原因还要从教育方面探

寻。
从孩提时代开始，很多人

便被灌输了这样一个理念：学
生要遵守课堂纪律，维护课堂
秩序，倘若身体不适也应该克
服困难。在我们的传统语境下，
带病学习的学生往往被树立为
学习榜样。在这种理念的影响
下，在榜样的“激励”下，很多人
在课堂上感到身体不舒服，都
会先咬牙强忍着。

至于老师，在得知学生身
体不舒服后，也会先让学生忍一
会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保障
课堂秩序。对于很多师生来说，这
种选择已经成为“习惯动作”。就
此而言，郭某十分钟内连续7次举
手但是不敢直接将不适说出来，
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习惯
动作”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很可
能导致严重后果。不少学生有
可能在“忍”的过程中，失去最
佳的救治时机，郭某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课堂是学生学习之所，维

护应有的秩序当然是必须的，
但当课堂秩序与学生的身体健
康发生冲突，秩序还是要让步
于健康。老师在教学的同时，首
先也要确保学生的健康权益。

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学校和老师不妨从以下几个方
面努力。

一方面，学校要树立课堂
秩序要对生命权让步的理念。
几乎所有的学校在向学生宣读

“课堂纪律”时，都会强调“非举
手不能发言”。这样的课堂要求
并不过分，但是，“非举手不能
发言”也应该有例外，比如学生
在课堂上感到不适，需要向老
师反映病情时，应当被允许直
接发言，不用顾忌课堂秩序。

另一方面，老师在完成日常
教学工作之外，还要关心学生的
安全与健康。当学生在课堂表现
出身体不适时，第一时间要联系
医务人员。如果情况危急，老师可
以直接拨打120，哪怕就是判断失
误，涉及学生的安全也无可厚非，
没有谁会怪罪。

无论如何，学生的健康和
生命都应当放在第一位。

近日，山西运城的王先生反映，
自己酒后请父亲代其驾车回家，进
入小区地下车库后，因担心老人停
车技术不佳，他下车跟父亲换位，停
车时突遇交警查酒驾，感觉交警专
门而来。目前，当地交警人士回应
称，专案组正在调查。

地下车库查酒驾，有网友质疑
是否为“钓鱼执法”。在本案中，这种
可能性其实较小，小区内部道路和
地下车库，通常不属于交警执法范
围。王先生说，交警解释当时在市政
道路上招手，驾驶员没停车才跟来。
如果真如此，交警执法应该没问题。
王先生到底有没有酒后驾车、交警
招手为什么不停、路上由老人驾车
是否属实等，通过道路监控应该能
够查到，不妨等待相关调查结果。

假设王先生仅仅是酒后在地下
车库挪车，算不算酒后驾驶？这是值
得讨论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一些地
方关于地下车库查酒驾的执法标准
不统一，引发舆论质疑的背后，需要
尽早有个权威解释，来统一各地执
法的尺度。 据红星新闻

近日，一则“女生上班通勤4小
时坐10趟地铁”的消息登上热搜，引
起一众网友的共鸣。当事人回应媒
体称，每天回家都觉得十分疲惫，打
算拿到年终奖后向公司提出离职。

随着城市边界的扩张，求职者
们如果想找到一个兼具高薪与发展
前景的工作，就要面对公司附近高
昂的住房成本，或是像大多数人一
样选择“投掷时间”，用长通勤换取
条件更好的居住环境。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度中
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
2021年，在调查选取的44个中国主
要城市中，忍受单程60分钟以上“极
端通勤”的人数超过1400万。而且，
近年来，非一线城市中的“极端通
勤”现象，也开始变得更为普遍。

解决“极端通勤”是一个系统性、
长期性的工程。近年来，已经有多个
城市进行了规划和探索。上班族疏解

“通勤之难”的期待，理应被城市管理
者提起重视，而不是让它一次次出现
在热搜话题中。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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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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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孔雨童

2月7日，有网友爆料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城管上街清除商
户的春联，引发广泛热议。

城管部门承担着维护市容市
貌的职责，对一些违章建筑、不良
不雅的张贴物进行清理，合情合
理。但春联作为传统民俗的一部
分，上面书写的多为吉祥美好的
文字；加之春节刚过，很多春联还
完好无损，于市容本无影响，因而
这粗暴的“一撕了之”是真有整治
的需求，还是不经思考惯性刻板
的执法行动呢？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九条提到，城市中的
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
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第十条
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
保持建筑物的整洁、美观。但

“整洁”不等于不看具体情况
“一刀切”。实际上，纵览这部法
规，无法找到必须对“一张完好
的春联”执法的依据。反之，春联
虽不值几个钱，却也属于市民的
个人财产，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

“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不知这不打招呼的“清除”是
否直接无视了这一重要法条。

事实上，节后撕春联的执
法，已不是一次两次。2019年呼和
浩特城管正月初七撕春联，事后
通过官方微博致歉；2021年，山西
晋中城管沿街撕商户对联引发与
市民当街争吵，因为当地还有个

“家里死人才撕春联”的习俗，有
网友甚至吐槽“这似乎成部分地
区一个标配和传统行动”。

任何时候，行政执法必须要
依法依规，避免简单粗暴和滥用
权力。我们不能两眼一抹黑只为

“完成”任务，更不能多年来争议
四起却并无思考和反省。

别在撕掉一张张春联的过
程中，撕掉了法治和民心。

别在撕春联的过程中，撕掉法治和民心

“太可怕了！”据报道，近日，有
网友发文称“第六届中国国际少儿
车模大赛深圳赛区决赛”中，参赛儿
童衣着暴露引发关注。有网友发问，

“不反对少儿模特的发展，但是必须
侧重少儿的本真，那种童真的精气
神，而不是身材”。对此，该活动举办
方一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情况出现
在多年以前的部分地区，现已明文
规定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相关信息显示，中国国际少儿
车模大赛诞生于2011年，哪怕2016
年中国少儿模特协会被民政部点
名，并未挡得住中国国际少儿车模
大赛举行。去年疫情期间，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少儿车模大赛仍然照办不
误。不能不感叹组织方的神通广大
和长袖善舞。一个被民政部点名的
社团，何以胆敢继续活动？长时间屹
立不倒，在全国多地继续风光，谁给
的底气？ 据人民网

“参赛儿童衣着暴露”

牵出更严重问题

□评论员 朱文龙

“00后”拒服兵役受9项处罚：参军绝非儿戏
2月8日，湖北省沙洋县政

府发布对拒服兵役青年张某某
实施处罚的通报。通报称，张某
某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有关规定，对其作出罚
款34584元，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县公安局在其个人户籍“服兵
役栏”备注“拒服兵役”永久字样，
自本通报印发之日起2年内，县教
育局不得为张某某办理升（复）学
手续等9项处罚。

不得考公考编进国企、2年内
不得办理升学复学手续、2年内不

得为其办理经商手续……一朝受
罚，“00后”张某某的未来将处处
受阻。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拒服
兵役”四个字将伴随张某某的一
生，成为洗刷不掉的污点。

对于张某某来说，这一切都
是咎由自取。根据通报，张某某
2022年秋季自愿应征报名，进入
部队后不久，即以无法适应部队
工作生活为由，多次向所属部队
提出终止服役申请。军队生活是
个大熔炉，能够点燃青春力量，淬
炼钢铁品质。但是，熔炉刚刚开始
升温，张某某就已经迫不及待想

要做逃兵。虽经所在部队、地方武
装部及亲人家属反复教育劝导，
张某某仍一意孤行，并因此受到
法律的严厉制裁。

对于“人民子弟兵”，每个中
国人都怀有深厚的情感：炮火纷
飞的战场上，他们是无坚不摧的
天地英雄；急难险重的场景中，他
们是勇往无前的热血儿女……

人们对军人有多么崇敬，
就对逃兵有多么愤恨。逃兵“逃”
的不仅仅是责任与义务，同时还
有军队的品质与传统，社会的希
冀与期待。军人是神圣的职业，军

队是庄严的场所，决不允许逃兵
亵渎神圣，损害庄严。

毋庸讳言，绝大多数年轻
人都有一个报效祖国的参军
梦。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有些人
只是看到了军人庄严神圣的外
表，并不理解军人为此付出了
多少艰辛和努力。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得起
军队熔炉的淬炼，才能成就非
凡品质、担起家国重托。张某某
当逃兵虽是个案，却不乏普遍
的警示意义：参军绝非儿戏，青
春落子无悔！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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