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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澎湃

近日，教育部、公安部等 11 部门联
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
案》，方案要求，要健全预防、处置学生
欺凌的工作体制和规章制度，形成长效
机制。方案提出，对于屡教不改或者情
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将实
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
教育。

近年来，多地多所中小学接连曝出
校园欺凌事件，引发公众的普遍焦虑。
从此前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看，欺凌者
手段之残忍、花样之翻新、情节之恶劣，
令人震惊，也让人难以置信。校园欺
凌，已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教育和社会
问题。

此番 11 部门治理方案提出将明确
各自责任，构建有效沟通、各负其责、齐
抓共管的协调机制，应当说，这是一个
有望治本的方案。若这一方案果能得
到落实，不变形、不走样、不懈怠，真正
织密保护中小学生的天罗地网，则校园
一定会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我
们的孩子也会免于欺凌的威胁，健康、
快乐地成长。

每当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总有人会
问，同学之间，原本应该亲密友爱，何以
拳脚相向，甚至持械伤人？这里边，当
然与社会风气的濡染渗透、家庭环境的
疏于管护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与当
下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教育的失序有
关。现实中，很多校园欺凌的视频在网
上传得沸沸扬扬，而学校居然“不知情”

“没察觉”，这种淡漠，本身就意味着教
育的失职与监护的弃守。

中小学生在学校或者在正常教学
时间出事，学校能没有责任？教学组
织、生活监护等又是如何体现的？仅仅
归因于“坏孩子”，并不能解决问题。事
实上，越是传统上的“差学校”，或者职
校等，越容易发生欺凌事件，很大程度
上就在于学校并没有尽到管束责任。

也因此，治理中小学生欺凌，必须
进一步强化教育部门的主体责任。此
次治理方案明确，“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对学生欺凌治理进行组织、指导、协调
和监督”，“是学生欺凌综合治理的牵头
单位”。这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可
谓纲举目张。而在这个框架下，综治、
公安、民政、共青团等各部门均负起相
应的安全责任，才能形成一个有分工、
有协作的治理闭环。

需要指出的是，将欺凌者转送工
读学校，尽管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惩戒
措施，但仍要慎之又慎。这实际上是
一种强制规训措施，若这些“小霸王”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能够回归正常
社会，自然是一件幸事；但若管理不
善，或者干脆就被放逐、被放弃，则这
些孩子终究还是社会的创痛。

从总体思路上看，治理校园欺凌仍
需要立足于预防以及教育过程的控
制。这并不是说事后惩戒不重要，而是
意在强调要把守望的关口前移，既要惩
戒表现恶劣的孩子，维护正常的校园秩
序，又要对每一个孩子的未来负责。

校园从来不是孤立的。孩子的安
全不仅牵动着亿万家庭，也关乎整个社
会的秩序，决不能容忍恶性欺凌事件一
再试探公众的底线。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A09版）

校园欺凌治理
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

“治理校园
欺凌仍需要立
足于预防，这
并不是说事后
惩戒不重要，
而是强调把守
望 的 关 口 前
移，既要惩戒
表现恶劣的孩
子，维护正常
的校园秩序，
又要对每一个
孩子负责。

有恒产者有恒心。最高人民法院12月28日发布消息，法院将依
法再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等三起重大涉
产权案件，其中两起将由最高法直接提审。这些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
纠纷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无疑有利于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更让
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坚定决
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新华社评论：用公正司法筑牢产权保护堤坝

新华社记者从安徽省食药监局获悉，近日该局查获10个保
健食品虚假违法广告。安徽省食药监局称，这10个保健食品广
告宣传内容存在含有不科学的功效断言、扩大宣传治愈率或有
效率、利用患者名义或形象做功效证明等问题。 新华社发

“瞎吹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