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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鑫宇

3月 17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警方

通报“初中生杀害同学案”。通报显示：

案件发生于 3月 10日，案发次日，涉案犯

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另据央视新闻报道，警方初步

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目前

未发现有成年人参与作案。为掩埋尸体，

犯罪嫌疑人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

掘。由于此案被害者与犯罪嫌疑人均系未

成年人，案件的一些细节未获披露。但在

舆论场上，公众早已对这几名残害同学的

“少年杀手”义愤填膺。

一边是手段极端残忍、情节极端恶劣

的杀人藏尸案，另一边则是刑法对未成年

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既有规定，“不严惩不

足以平民愤”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需

要兼顾。唯有从立法初衷出发，通过经得

起考验的个案，在实践中明确低龄未成年

人恶性犯罪的处理原则，我国的法治进程

才能突破争议性的难点，切实让广大公民

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安全。

从现有信息上看，3名涉案者和受害

者一样，都还只是初一学生，未满 14 周

岁。这一年龄的未成年人，即便被发现实

施了故意杀人这样的犯罪行为，也并非必

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未满

14 岁的未成年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承担

刑事责任。2020 年，为了应对日益引发

关注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也考虑到青少

年心智成熟时间提早的趋势，全国人大通

过“刑法修正案 （十一） ”，规定已满十

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

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责年

龄的下限降低到了 12 岁，为类似这起案

件的刑事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

面，要对 12 岁以上、14 岁以下的未成年

人追究刑责，程序极为严格，须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邯郸肥乡这起案件是

否符合刑法的“情节恶劣”条件，舆论

的看法不足以取代专业的法律判断。而

且，即便最高检核准追诉这几名犯罪嫌

疑人的刑责，依照刑法规定，其量刑也

应从轻或减轻，许多网友期盼的量刑几

乎不可能实现。

审视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倘若后续他们被送上

法庭，本案有望成为“刑法修正案 （十

一） ”通过以来，对未满 14 岁未成年人

追究刑责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司法机关

当然要遵循刑法规定，依法对 18 岁以下

未成年人从轻或减轻量刑，但在具体裁

量时，还要精准把握“从轻或减轻”的

度。法律既不能跟着舆论“随风倒”，也

不能将自身置于“真空”之中，忽视判

决的社会效果。人们期待在法治的轨道

之内，给死者和所有关心正义的人一个

公道。

在社交媒体上有个说法，叫做“所有

霸凌者都在等着这个案子的结果”。这一

说法虽然有文学修辞的成分，但确实指出

了一个事实：一起社会关注度如此之高

的案件，其结果必然会产生示范效应。

我们需要做的，应当是让所有未成年霸

凌者及其监护人认识到：霸凌是错误且

有代价的，一旦造成严重后果，更要受到

严厉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有消息指出：这起案

件的嫌疑人与受害者均系留守儿童。这一

群体长期处于缺少关照的状态，很可能形

成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在成长路上误入

歧途，因此更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

会等各方面形成合力，对其予以引导和帮

扶。当然，我们必须明确：以此案为契机

呼吁社会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绝不等于为

犯罪嫌疑人找理由开脱。毕竟，纵然有千

万种客观原因，都不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的借口。

在法治轨道内严惩“少年杀手”

□ 熊 志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前不久，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召开 2024 年优化营商环

境大会，会上发布了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助企减负优化营商环境十项承诺》，要求

控制对同一企业的调研频率，绝不让企业

成为“调研样板间”“走访打卡点”。不让

企业成“打卡点”，避免“嫌贫爱富”式

调研，上海临港推出的针对性措施，让人

眼前一亮，它体现了优化营商环境、减轻

企业负担的坚定决心，也带出了一个真问

题——如何在减少打扰企业的同时，真实

掌握企业的运行情况，让优化营商环境不

留死角？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为了掌握

企业的真实情况，让政策的制定更有针对

性，一些政府部门会选择深入企业调研，

来到生产经营的第一线。但并不是走入企

业，就能有所收获。作为重要的政企沟通

方式，调研也是一门技术活，调研什么内

容，选择哪些企业，都有着巨大的学问。

如果所谓的调研走访，只是走走形

式，做做样子，当然发现不了真问题。同

理，如果调研时嫌贫爱富，盯着那些明星

企业、重点企业，所搜集上来的素材和信

息，可能也会存在着失真的情况，无法反

映企业需求的全貌。

不是说明星企业不值得调研，恰恰相

反，作为一个地区的“招牌”，明星企业

无疑有着很强的代表性，透过企业的经营

发展情况，能观察地区营商环境的水温。

但市场环境毕竟十分复杂，不同的行业和

领域，不同大小规模的企业，面临的发展

痛点是截然不同的。要让调研更加全面，

让政策制定更加精准，就不能只盯着明星

企业，也应该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不知名的

中小企业上。

明星企业的影响力大，能调动的资源

更丰富。经营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面临

的问题，对大企业来说，可能并不存在。

盯着明星企业的“样板间”，容易留下调

研的死角，制定政策时视野被遮蔽。

中小企业在审批流程、税费负担等方

面遇到的难题，反而更具有代表性。在进

行调研走访时，政府与这类企业加强沟

通，及时了解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不

断完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换个角度看，频

繁的调研，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尽

管一趟调研可能就短短半小时，但为了展

现自己的经营状况，企业往往得准备好几

天。这意味着，成为“调研样板间”后，

明星企业可能得投入大量精力到应付频繁

的沟通中，时间成本高，也会影响企业的

正常经营运转。

所以，要想让营商环境调研既能深入

一线，掌握各类企业的真实需求，发现真

问题，也能够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就应该

带着问题意识，去广泛地关注不同企业的

情况。“样板间”要看，明星企业要走

访，那些缺少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中小企

业，更应该多去看一看，去深入了解它们

的感受和政策诉求。

总而言之，优化营商环境，首先要找

准企业痛点、难点和堵点，在深入调研之

外，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制定政

策才会更准确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才不会

留下任何视野盲区。

搞调研不能只盯着明星企业

□ 欧阳晨雨

今年 59 周岁的辛某，于 2012 年 5
月入职某配件公司从事车间工作。2023
年春节假期后，辛某通过微信、电话方

式补请假，但公司并未告知准假与

否，后以辛某连续旷工 3 个工作日为

由宣布解除劳动合同。从江苏省太仓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到一审的

太仓市人民法院、二审的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均支持了辛某的请求，用

人单位被认定解除劳动合同违法，须

向辛某支付赔偿金 10万余元。（《法治
日报》3月17日）

站在公司的角度，开除辛某似乎是

按章办事。早在 2019年 4月，公司就发

布了一则公告，要求所有员工请假需通

过企业微信线上操作，如无请假流程而

自行不来上班的，视为旷工处理。但从

种种迹象看，辛某并非有意违反公司的

规章制度。1月 28日当天晚上，辛某即

给代组长发微信，告知其于 1月 31日返

岗；1月 29日下午，辛某又在公司主管

来电时称，其不会线上操作请假，再

次以口头方式提出返岗后补请假。客

观而言，他同样完成了员工与公司之

间的信息反馈，完整表达了请假的意

向。而且，从性质和后果来看，辛某

的所作所为，也不足以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管理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如何能扣

上一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的大帽子呢？

老实说，拿着大龄劳动者请假手续

不规范来说事，任性将其开除的做法，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大龄员工的实际情

况。对于一个年轻人，通过企业微信线

上操作，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但对

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员工，这样的线上操

作，或许就是一座横亘在前、难以跨越

的大山。考虑到之前辛某还在春节休假

中，让他独自操作企业微信，完成补请

假的操作流程，的确是有些勉为其难。

从情理上讲，因为大龄员工不会

请假就将其开除，也少了人情味儿。

59 岁的辛某在这家公司服务了 10 多个

年头，如果没有这起请假风波，很快

就要顺利退休，却因为请假手续不够

规范被开除，这不是铁面无私，而是冷

面无情。

这是一个数字化、老龄化叠加的年

代，在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科技面前，

一些人如鱼得水、顺风顺水，却也有一

些人，特别是大龄员工，还跟不上风驰

电掣的时代列车，在很多人看来再简单

不过的网上请假，也成为他们的不堪承

受之重。如果因为不会在线请假这样的

小瑕疵，动辄将大龄员工一开了之，不

仅与劳动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精神

格格不入，更缺少了以人为本的应有情

怀。作为用人单位，有必要修缮请假制

度，给予年龄较大的老员工“适老”关

怀，这才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有底

线企业的应有之举。

不会“线上”请假被开除
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

□ 夏熊飞

近日，四川成都太古里一街区路口发

生疑似感情纠纷事件，现场多人围观，引

发交通拥堵，现场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热

议。3月 17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

发布通报称，该事件系人为策划，为博眼

球摆拍。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海报新闻 3月18日）
一起闹市街头的“情感纠纷”，不仅

引得在场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导致交通堵

塞，更在网络之上引发海量围观。只是警

方的一纸通报最终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彻

头彻尾的狗血闹剧，策划者们虽然一时博

得了受众的眼球，但也付出了沉重的法律

代价。

这起人为策划的虚假摆拍事件并非个

案，此前在不少地方也曾上演过类似闹

剧，多数事后均被辟谣，相关责任人也受到

了处理，可类似事件缘何依然屡禁不绝，围

观群众次次都将这些“瓜”吃得津津有味？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

闻。”假纠纷之所以能真吸睛，就是抓住

了网络时代热点事件传播的特点，离奇、

狗血、炫富、性别对立、贫富差距等要素

往往都是舆论的引爆点。因而这些人为策

划的虚假纠纷往往会添加上述能引发争议

的元素，最大限度制造出“人咬狗”的效

果，以期在网络上引发病毒式传播。巨大

的关注往往也意味着巨大的流量以及伴随

而来的可观经济利益，以至于“黑红也是

红”的歪理邪说也拥有不小的市场。策划

摆拍的虚假纠纷屡屡上演，归根结底还是

利益在驱动。

而且，极具争议的内容，通过视频画

面最能呈现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加之短

视频传播便捷、浏览便利，用户在猎奇、愤

怒等情绪主导之下的转发、评论等又会造

成二次加速传播。短视频主打短平快，事情

的来龙去脉往往不会交代清楚完整，而正

是这种模糊不清的事实给受众留下了巨大

的吃瓜空间，事实不明所以谁都能来评说

几句，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事件的热度。

受众之所以频频上当，一方面在于大

家“记忆有限”，人们对热点事件，哪怕是

曾经骗过自己的闹剧，也没有足够的记忆

时间与空间，随之而来的是另一起热点事

件覆盖大家对上一起事件的记忆，所以才

会出现“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的现象。

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虽然拉近了彼

此间的距离，但现实距离其实依然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一起事件的表象，却无法抵

达现场进行核实，但往往又坚信“眼见为

实”。殊不知在“有图有真相”的时代，

视频不仅可以摆拍，甚至还可以由 AI直
接生成。

因此，在围观互联网热门事件，尤其

是那些充满戏剧性与离奇冲突的所谓纠纷

时，更要擦亮眼睛，应该在做不到“知其

所以然”的前提下多保持几分理性。

喷涂豪车演三角恋 假纠纷何以能真吸睛
□ 伍里川

陪伴孩子写作业，正逐渐成为很多

家长在每日工作之余的额外负担。“心

梗、高血压、被气哭……”社交媒体

上，各类家长辅导作业的“崩溃现场”

屡见不鲜。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一

番有关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观点就引发

网友热议。他表示，坚决反对家长陪伴

式写作业，呼吁家长要做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园丁”而非“木匠”。

正如马景林所言，“园丁”注重的

是为花草提供适宜的土壤、水分和阳

光，让它们自然生长，而“木匠”则是

按照既定的图纸，将木材加工成家具。

孩子是独一无二的，用固定的模板去塑

造他们，还是引导他们自由成长，孰优

孰劣，一目了然。

这话说到了很多家长的心坎上。说

起来，我本来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

者，但事到临头却退缩了。在当年孩

子还小的时候，我偶尔也会陪伴式地

写作业。有老师提醒我，如果家长自

己都不重视陪着孩子写作业，那以孩

子的自觉性，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多

年之后，我发现，这种陪伴式写作

业，并无实质意义。

一个家长当然应该负起适当辅导之

责，但每天跟打卡一样地和孩子拴在一

起，不仅容易改变家庭场景和氛围，激

化矛盾，还容易让孩子产生依赖心理、

抵触心理。一旦家长和孩子在陪伴中产

生严重挫败感，也可能激发极端事件。

家长和孩子本该“各司其职”，而

家长陪伴式写作业最大的弊端是，双方

“错位”融合，缺乏调和机制。家长陪

伴孩子写作业确实有“母慈子孝”“岁

月静好”的时候，但更常见的是，很多原

本心平气和的家长被孩子的“怎么讲都听

不懂”所激怒。

家长陪伴式写作业的现象并不悠久，

至少我们这些中年人在青少年时期没有这

样的体验。之所以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除了一些学校和教师“提倡”或明确要求

之外，很多家长在内卷化的背景下，主动

把陪孩子写作业当作必须，也是一大原

因。由此带来的喧嚣和困惑，集中反映出

这样的问题：家长到底该如何陪伴和教育

孩子？

很多家长总是喜欢强调陪写作业的辛

苦，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却很少自问

或问孩子：他们真的需要吗？

“学会放手”是重要的教育理念，家

长陪伴式写作业恰恰是最典型的该放手不

放手。一些家长往往打着“我为你好”的

旗号，对孩子的成长施加不恰当干预，既

缺乏科学和耐心，又没有做到因人而

异、因材施教。例如，有的孩子喜欢写

作，但家长疯狂训练孩子写“模式化”

作文，使得孩子兴趣大减；有的孩子希

望劳逸结合、适当放松，有家长却“争

分夺秒”，让孩子身心俱疲；有的孩子解

题方式比较有创新性，家长却逼迫孩子

按照“标准化”路子来，扼杀了孩子的创

造性；有的孩子领悟能力差一点，家长便

痛斥孩子没用，言必称“别人家的小孩”

如何厉害。

不少家长之所以如此调教孩子，不是

受自己的“成功经验”驱使，认为自己的

路子可以照搬，就是受到自己过往失败经

历的刺激，把孩子当成夙愿的完成者。这

对孩子来说，既不公平，也不包容。

说到底，陪伴和教育，都应该以尊重

孩子感受、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前

提。否则，“陪伴”越多，问题越大，最

终得不偿失。

陪伴式写作业：
是孩子的需求还是父母不放手

□ 黄 帅

最近，天水麻辣烫在全国走红，很多人

都认为它是继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之后

又一个地方文旅的“爆点”。配合麻辣烫的

“破圈”，甘肃省天水市当地政府也积极行

动，从多方面为外来游客提供方便。据《天水

日报》报道，3月 17日，天水市委、市政府等党

政机关全部敞开大门，供外地游客免费停

车。此前，天水市委书记冯文戈已经主持召

开“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进会议，

要求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努力实现“一碗麻辣烫推动天水大发展”。

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卷

文旅”的时候，天水市的“破圈”无疑有

其独到之处。虽然每个人喜欢的美食口味

不同，很难预判天水能否成功将自己打造

为“第二个淄博”，但不可否认的是，从

市领导到普通市民，天水全市都想要抓住

机遇，展现美好、热情的形象。

不过，想要借助“爆款”麻辣烫推动

文旅发展，还要做好配套工作。各地都有

地方特色小吃，仅凭一种特色小吃就想吸

引游客并保持文旅话题的热度，恐怕并不

容易。美食“破圈”之后，只有借势盘活

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才能打造好城市的

文旅名片。比如，淄博之所以能在烧烤走

红后迎来大批游客，不仅因为烧烤好吃，

也因为当地集聚齐文化、聊斋文化等特色

历史文化，对外交通便利。

天水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只是囿于交通、区位、城市量级等因素，

暂时没能像西安、洛阳那样成为历史文博

的“网红”城市。事实上，天水的麦积山

石窟，也是响当当的历史名胜，如果能加

强文旅宣传，其影响力不会低于莫高窟、

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而且，天水还有

伏羲庙、南郭寺、姜维墓、李广墓等一系

列历史古迹。借着麻辣烫走红的趋势，当

地不妨做好文旅资源的挖掘和优化工作。

与此同时，天水市还得努力提高旅游

接待能力，提升服务品质，为游客提供舒

心的出行体验。比如，建设更多高品质的酒

店，设计更多便于游客出行的路线。值得注

意的是，天水市有关部门已经开通了麻辣

烫公交专线，机场、高铁站、火车站安排了

游客专车，尽可能减少游客因为换乘和等

车带来的不便。期待当地能拿出更多方便

游客的具体举措，让天水麻辣烫为本地带

来更多机会，让“网红”成“长红”。

一碗麻辣烫如何推动文旅发展

□ 姚华松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教

授吕震宙的个人主页引发关注。在该

页面上，吕教授公布了自己开始指导

研究生到 2022 年 9 月 （主页更新时

间） 所有硕博士生的毕业年份、姓

名、就业去向，其中，她指导的博士

研究生已经有多位评上教授、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则多数前往科研单位

工作。

一位高校教师的个人简介，核心

内容不外乎主持的科研项目、发表的

科研论文、斩获的荣誉奖励，但在吕

教授的简介里，除了其个人学术成

就，还有不少她指导过的学生的业

绩。外行者或许还想着，这吕教授是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把学生的业绩据

为己有？但是，根据相关追踪报道，

吕教授不仅没有“欺负”学生，反而

对学生关爱有加。在西工大发布的官

方信息里，吕震宙善待学生的事迹经

常被提及。

简介里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这一

点：在“荣誉获奖”一栏，她列了 19
项内容，其中前 8 项分别是以“指导

的博士生”“指导的硕士生”“指导的

本科生”开头，分别列出学生所获

得的荣誉，接下来的 7 项内容也与学

生培养密切联系，譬如研究生优秀

导师、三育人师德标兵、本科教学

最 满 意 教 师 、 教 学 成 果 一 等 奖 等 ，

末尾 3 项才是她个人科研成果的荣

誉。这说明吕教授把教学放在第一

位，将培养学生、培养人才作为最

重要的事。

突出学生成就，是因为吕教授的

科研水平不行吗？恐怕并非如此，比

如，她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个奖项的分量很多人都知道。

吕教授自己厉害，她培养的学生也

厉害，两个“厉害”之间必然存在密切

关联，这就是导师对学生的悉心指导与

认真调教。她明确表示：“在研究生指

导方面，本人以前从未将自己名下的研

究生交由课题组青年教师指导，往后也

不会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交由他人指

导，本人名下研究生的指导将全程亲力

亲为。”

吕教授对待所指导研究生的态度，

展现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一种理想关

系模式。现实中，一些导师与被指导研

究生的关系出现异化，导师被称为“老

板”，学生成为导师从事科研的廉价劳动

力。资历深厚的“大老板”当甩手掌

柜，让下面年轻的“小老板”带学生的

现象并不少见。对比之下，吕教授“以

身作则，言传身教”，显得难能可贵。

大多数导师不会“剥削”学生，但

是，师生关系不够亲密也客观存在。不

少导师觉得我在学校的任务就是授课，

上完课后，剩余时间要放在做科研或经

营家庭等方面。一些学生觉得与导师的

关系更多止于听课、完成作业和科研任

务，平日里疏于向老师请教，临到毕业

论文出现问题才“临时抱佛脚”。构建理

想型的师生关系，需要导师与学生的

“双向奔赴”。

当然，导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更加紧

密的联系，也要克服一些现实障碍。例

如，不少高校都集中于远离市中心的大

学城，教师日常生活多在大学城外的市

中心，这种师生学习与生活的空间隔

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师生间的交

流与沟通。

众所周知，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难，

难在何处？学生的综合能力欠缺是原因

之一。吕震宙教授的简介给了我们启

示，即构建亲密的师生关系，助力学生

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刷屏的教授简介
展示了一种理想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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