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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彬

教育部日前公布的《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指出，在确
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
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
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益等
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教不严，师之惰。将于 2021
年3月1日起实施的这一规则，明
确了教育惩戒权的实施条件、方
式、范围、限度和滥用教育惩戒权
的责任，有利于解决老师不敢管、
不愿管、不会管学生的问题，让教
师管教有据、惩戒有度；同时，规
则也明确禁止了七类不当教育行
为，划定教师行为红线，保障学生
合法权益免受滥用惩戒的侵害。

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行使
教育权的一种具体方式，而不是
一种权力。其目的更多是强调

“引以为戒”，而不是“一罚了之”。
手中可以有戒尺，但心中必

须有分寸。实施教育惩戒要遵循
适当性，实施惩戒要合情合理，与
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实施教育
惩戒要遵循合法性，尊重学生基
本权利和人格尊严，事前听取陈
述申辩、事后给予救济；实施教育
惩戒更要遵循教育性，以关爱学
生为宗旨，以帮助学生遵守规则、
增强自律、改过向上为目的，达到
育人效果。

手持戒尺、心中有爱，惩戒永
远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根本宗旨。

（相关报道见今天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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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热评

文┃王攀

广州市司法局 12 月 28 日通
报，针对“工伤获赔 180万律师费
90 万”事件，该局已经依法依规
启动调查程序。如查实存在违法
违规执业行为，广州市司法局将
严肃处理。

据媒体报道，2016年7月，来
自贵州省惠水县的杨某在广州某
工地工程车上卸货时，被吊车钢
绳撞击，从车上摔倒在地，造成颈
6 椎爆裂性骨折，颈脊髓损伤并
全瘫。杨某的兄弟委托广州某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办理工伤赔偿。
今年9月6日，杨某与用人单位签
订赔偿协议书，获得一次性赔偿
款 180 万元。根据协议，律所拿
走 90 万元作为律师费。杨某前
妻感到难以接受，多次找当事律

师，试图再拿回一些钱，但没有得
到回应。此事被曝光后，引发网
友热议。

业界普遍认为，这一委托代
理合同属于典型的“风险代理收
费”合同，明确违反了《律师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
不得对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
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
偿的民事案件实行风险代理的相
关规定，是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

当前，工伤赔偿诉讼特别是
农民工群体的工伤赔偿诉讼的确
存在一些难点、痛点，如案件办理
程序烦琐、耗时长，有的案件当事
人诉前给付能力不强，或者没签
劳动合同、未参加工伤保险，这些
都意味着参与相关司法诉讼的律
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切实帮助当事人维好权。因

此，适当的收费显然有利于鼓励
律师更积极、更有效地办案，也有
利于农民工自身权益的保护。

然而，以“风险代理”名义实
施高收费甚至收取“天价律师
费”，绝不是化解工伤赔偿难题的

“对症药”。从个人层面上说，工
伤赔偿和赡养费、救济金一样，是
当事人的“血汗钱”“救命钱”，过
多过度截取，显然不利于他们的
生活维持；同时，过高的收费也给
少数不良从业人员利用信息不对
称恶意谋取当事人应得补偿提供
了操作空间。

从社会层面上说，“天价律师
费”很可能对被诉企业乃至社会
造成误导，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司法理念，扭曲成“钱多好办
事”“输赢靠花钱”的错误认知，最
终反而会妨碍受伤害者获得合理

赔偿。
2014 年 9 月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
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健全基层
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网络，
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使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及时便捷地获得法
律援助。2015 年发布的《司法部
关于切实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
的意见》则规定，进一步简化法律
援助受理审查程序，加大对农民
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
事项免于审查经济困难条件的执
行力度。

如何让法律援助更多、更好地
帮助相关人员，鼓励更多律师代理
法律援助案件，同时继续改进和完
善工伤赔偿诉讼的法律流程、切实
敦促企业依法用工，是立法、司法、
社保部门进一步发力的重点。

“天价律师费”绝不是工伤赔偿难的“对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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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惕
想为简历“贴金”却高价办了“山寨”证书；追求高薪工作却陷入“美容贷”骗局；加入“兼职群”却

上了当，甚至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帮凶……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盯上急于找工作的年
轻人，通过各种手段非法牟利，为刚刚步入社会的菜鸟设置了诸多陷阱。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文┃雨来

寒潮来了，该不该穿秋裤？晚报的答案是：穿上
棉裤。

今天，晚报特别推出了“寒潮来袭”专版，虽然名
字有寒，其实是提醒大家如何穿衣保暖、如何用水、如
何运动、如何防御寒冬疾病等。

是不是有点温暖？
作为一份贴近百姓生活的报纸，晚报一直以温暖

百姓为己任。这种温暖，有时候是提醒。比如，这次
寒潮，晚报及时在关注版予以报道，提醒百姓警惕这
股来自蒙古高原，覆盖华北、黄淮、江淮等区域的寒
流。位于淮河流域的平顶山，当然被裹挟其中，因此
很有必要未“寒”绸缪。

当然，更多时候，温暖是爱心、是行动。比如，晚
报近日推出“爱织暖冬”公益行动，全城寻找会编织的
爱心人士，为环卫工人、贫困儿童和孤寡老人等编织
帽子和围巾。倡议发出后，很多市民来领毛线，在市
图书馆上班的周晓芝女士第一个报名，第一个送来织
好的帽子和围巾，令人十分感动。

12月28日，晚报举行了一次读者恳谈会，在这些
读者的眼里口里，平顶山很多爱心公益行动，都有晚
报的身影，甚至有读者代表直接从中受益。她说：“我
是抱着感恩的心情来的……”

这让我们很感动，感动于社会各界的信任。这份
信任，来自于晚报作为媒体的公信力，更在于这些人
士的拳拳爱心。

有爱，就有温暖；寒潮，只是浮云。

寒潮来了，拿什么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