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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持续增压的校园安
全责任，除了一些学校出现的

“课间圈养”现象，近几年部分
学校体育课课时减少，春游、
秋游和社会实践被取消，学生
的活动时间一再被压缩。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
院教授徐银波介绍，依据民法

典相关规定，发生学生安全事
件时，校方是否承担责任，关
键看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但基层反映，当前存在学
校问责泛化或从重的现象。

多名受访对象指出，“无
限责任”会束缚学校的手脚，
甚至导致学校采取如“课间圈

养”等违背基本教学规律的举
措，最终影响的还是学生身心
健康。

目前，已有多地针对校园
安全管理出台政策举措。例如
福建推行中小学校方责任保
险，并加强学校安全意识和安
全教育；重庆将推进校园硬质

防冲撞设施建设纳入2024年
校园安全保卫重点目标任务，
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防线。

受访教育人士认为，学校
要承担安全责任，但不能被无
限放大。应综合施策优化校
园安全管理，帮助校长们卸下
心头沉重的包袱。 据新华社

“课间圈养”，体育课课时减少，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被取消……

学生“伤不起”，学校越来越“胆小”
一段时间以来，“消失的课间10分钟”“厕所社交”“能不能玩萝卜刀”等有关学生社交游戏、体育活动等话题屡屡挑动大众神

经，这背后，是学校承担着越来越重的安全责任。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众多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反映：学校往往承担着
“无限责任”，大家都“生怕孩子在学校出事，一出事就是学校的问题”。

学生“伤不起”，学校越来越“胆小”

半月谈记者采访多位中
小学校长、教师了解到，由于
责任分担机制不明晰，“伤不
起”现象长期困扰学校。

前段时间，在东部省份
某小学，一名学生下课玩耍
时跳起来摸门框，碰巧其他
同学关门，因此眼眶受伤。

“本来责任应各自承担一半，
但受伤的孩子家长硬要对方
全责，还威胁说要告学校。”
班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家
长认为孩子只要在校内受
伤，学校就有责任，应赔偿医
药费、精神损失费等。

除了在校内发生的、直接
与学校有关的事故，还有与学校
无关的事，有个别家长也将责任
归咎于学校，要求学校赔偿。

在采访时，西部一位基层

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一
件事：当地此前曾有一名学生
在家中轻生，警方介入调查后
排除他杀。学生家长在整理
遗物时发现，5年前，这名学
生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某
位老师。随后，家长以此为理
由，向学校索赔。为平息事
件，学校最终不得不赔偿了
15万元。

学生走路不慎扭伤了脚，
上体育课不慎擦破了皮，参加
运动会扭伤了腰……在校园
中，即使安全工作做得再细
致、再扎实，也难以完全规避
意外发生。

多名教师反映，出于安全
考虑，学校要求孩子们下课期
间不能冲跑，高楼层学生课间
尽量少下楼玩，同时篮球、足

球等对抗性体育活动组织频
次降低。“体育锻炼以跑步、跳

绳、羽毛球等柔性活动为主。”
江西一小学班主任说。

教师变“安全员”，“安全形式主义”抬头

随着近年来校园安全越
来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
点，不少地方将安全管理任务
向学校加压，甚至催生出“安
全形式主义”苗头。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部
分地方在校园安全管理过程
中“重形式、轻内容”，一些政
策在落地执行中扭曲变形。

2023年11月，广东湛江
市徐闻县一小学要求所有学
生戴头盔上下学，“连走路、坐

小车的也要戴”，此事引发舆
论争议。徐闻县教育局回应
称，“戴头盔进校园”的对象是
乘坐摩托车或电动车的学生
及家长，该校在推广过程中要
求“过于严格”，已通知学校进
行整改。还有教师反映，寒暑
假学校里没有学生，但安全检
查还是要照常进行；一个学校
出现安全事件，所有学校都
要“吃药”。

此外，不少学校安全教育

“走过场”，难以入脑入心。西南
地区一初中班主任说，学校通常
会制作一些安全主题的PPT，让
班主任展示给学生看并拍照上
传，“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当个
背景，拍完照就不管了”。

一些基层教师反映，现在
不仅要教学生知识，肩上的

“安全担子”也越来越重，甚至
挤压了正常教学活动时间。

在山西某学校，教师需课
间轮班站岗守卫安全，让本就

任务繁重的科任老师苦不堪
言：“教室里站着讲完课、走到
楼道接着站，接近满课时基本
要站一天。”

一名受访教师无奈地说，
学校前段时间规定，学生发生
安全事件，不管是否在校内，
班主任都得承担责任，年终考
核直接降到最低等，自己现在
面对学生的安全问题每天都

“担惊受怕”，连孩子们上下楼
梯也要时刻盯紧。

安全锁链“捆”住了谁？

记者7月4日从杭州互联
网法院获悉，该院当日上午一
审宣判了一起由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互联网领域
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杨某某
等人因操纵“网络水军”传播网
络虚假信息，被当庭判令删除
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网络
水军”的虚假账号1200余个，
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
100万元。

滨江区检察院调查后发
现，2021年至2022年 5月，杨
某某利用其注册公司研发的平
台，通过雇佣“网络水军”“养

号”等方式，开展有偿“转评赞”
“直发”“投诉举报”等业务，在
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
实施包括对客户指定的影视作
品、网络视频、商品的宣发等进
行正面点赞、转发、评论，按客
户要求在相关网络平台发布关
于特定作品、商品的具体内容
等提升热度的行为，以及通过
在信息发布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等方式要求平台删帖，以降低
针对特定作品、商品的负面信
息热度的行为。

经过统计，杨某某等“养
号”数量达1200余个，共完成

“转评赞”“直发”任务24万余

条，完成“投诉举报”任务1200
余条。

滨江区检察院认为，杨某
某等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
况下，开展有偿“转评赞”等业
务，系流量造假、通过发布和删
除信息干预信息呈现以谋取非
法利益的行为，属于传播网络
虚假信息的行为，破坏了网络
生态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侵
害了广大网络用户的权益，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
定，杨某某等应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

滨江区检察院依法发布民

事公益诉讼公告，在公告期内无
适格主体提起诉讼后，于4月17
日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杨某某等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删除相关网
络账号及虚假信息，并承担公益
损害赔偿金共计100万元。

庭审中，滨江区检察院出
示了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证
据，并结合案件事实、危害结
果、法律责任等对被告进行法
庭教育，被告表示已认识到自
身错误，向社会公众致歉，并愿
意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据新华社

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一起传播网络虚假信息公益诉讼案件

操纵“网络水军”传播虚假信息被判赔偿100万

中国气象局4日发布的《中国气
候变化蓝皮书（2024）》显示，1961年
以来，我国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呈
显著增加趋势，且阶段性变化特征明
显，21世纪初以来明显偏多。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佳
双介绍，全球变暖持续加剧了气候系
统的不稳定性，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增多、增强，且影响范围更大。

“长序列气候观测资料综合分析
显示，极端高温事件发生更为频繁、
强度更强、持续时间延长，如2022年
7月至8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干
旱、2023年6月中下旬至7月华北地
区的高温热浪，对农业生产、能源供
应、人体健康等均造成显著影响。”袁
佳双说。

与此同时，伴随气温升高，大气
中持水量增加，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发
生频次和强度也有所增强。近年来，
我国北方地区多次发生破纪录的特
大暴雨，如“21·7”河南极端暴雨过
程、“23·7”华北极端暴雨过程等。从
极端事件的长期变化看，我国年暖昼
日数平均每10年增加6.7天，年累计
暴雨（日降水量≥50毫米）站日数每
10年增加4.1%。

袁佳双表示，全球变暖背景下，
未来我国极端高温事件将呈增多趋
势，极端降水增加的幅度大于总降水
量，变率增大，降水更趋于极端化。

据新华社

我国极端高温事件
呈显著增加趋势

近日，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
一些群众接触疫水增多，使得虫媒传
染病发生风险增加。疾控专家提醒，
群众应做好个人防护，注意避免昆虫
（如蜱虫、蚊子等）叮咬，防止虫媒传
染病的发生。

“灾区群众需要积极预防血吸
虫病。”湖南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刘
富强介绍，血吸虫病是人兽共患病，
群众可因接触疫水、喝生水导致感
染血吸虫病。血吸虫临床表现复杂
多样，发生急性血吸虫病，会出现发
热、食欲减退、腹部不适、肝脾大等
症状。

刘富强提醒群众，近期需要做好
登革热的预防工作。登革热主要经
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夏季
高发。登革热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临
床症状包括发热、剧烈头痛、全身肌
肉痛、可伴有面部潮红、结膜充血、多
样性皮疹等症状。

专家提醒群众，尽量避免接触流
行区疫水，要吃熟食，不要喝生水；因
生产生活、抗洪救灾等必须接触水体
的人群，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涂
抹防护油膏或穿戴防护用具；外出尽
量穿长袖衣裤, 科学使用蚊虫驱避
剂等驱蚊产品，避免被蚊虫叮咬；一
旦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头痛、
腹部不适等症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
就诊。 据新华社

疾控专家提醒
汛期预防虫媒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