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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3 月 3 日电 （记者 刘良
恒 谭畅）记者3日从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
局获悉，“女子车某某租乘货拉拉网约车跳车
身亡事件”涉事司机周某春因涉嫌过失致人死
亡罪，已由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据介绍，由于涉案车辆内未安装音视频
监控设备，现场附近靠涉案车辆副驾驶室一
侧无视频监控，且当晚过往人车稀少，调查取
证工作难度大。为查明事实，警方专案组认
真开展现场勘查、侦查实验、法医检验、视频
侦查、电子物证勘验、嫌疑人审讯、调查走访
等工作，还原了案件经过。

2月6日15时许，周某春通过手机App
货拉拉平台接到车某某的搬家订单，区间为
长沙市岳麓区天一美庭小区至步步高梅溪湖
国际公寓，总费用51元，其中车某某支付39
元，平台补贴12元。当日20时38分，周某春
驾车抵达天一美庭小区并与车某某取得联
系。两人见面后，周某春询问车某某是否需

要付费搬运服务，被车某某拒绝。车某某先
后15次从1楼夹层将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
以及宠物狗搬至车上，期间，周某春多次催促
车某某快点搬东西上车出发，并告知车某某，
按照货拉拉平台规定，司机等待时间超过40
分钟将额外收取费用，车某某未予理会。因
未赚到人工搬运费且等候时间长，周某春对
车某某产生怨恨情绪。

21时14分，周某春驾驶车辆出发前往目
的地，车某某坐副驾驶位。在车辆刚起步行
驶时，他再次问车某某到达目的地后需不需
要卸车搬运服务，遭到了车某某的拒绝，周某
春更加心生不满。在行驶过程中，周某春为
节省时间并提前通过货拉拉App抢接下一
单业务，更改了行车路线。车某某在案发路
段先后4次提醒周某春车辆偏航，期间共历时
57秒。21时29分14秒至21时29分35秒，车
辆行至林语路佳园路口时，车某某两次提出车
辆偏航，周某春起先未搭理，后用凶恶口气答
复；21时29分35秒至21时30分11秒，车辆

行至曲苑路林语路口时，车某某又两次提出
车辆偏航，并要求停车，周某春未予理睬。

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
窗外后，周某春未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
紧急停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打开车辆双闪

灯。车某某从车窗坠车后，周某春停车查看，发
现车某某躺在地上，头部出血。21时30分34
秒，周某春拨打120急救电话，21时34分16秒
拨打救护车电话，21时39分，在救护车司机的
提醒下拨打110报警。

长沙女子乘货拉拉网约车
跳车身亡事件涉案司机被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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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

3月1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正式施行。该规则在明确中小学教师可行使
多种教育惩戒手段同时，也为惩戒权划出了

“禁区”“红线”，同时赋予学生、家长申诉的权
利，并强调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新学期伊始，惩戒规则能成为教师依规
适度行使惩戒权的“底气”吗？学生与家长们
能接受配合吗？规则能满足“小惩大诫”“因
材施‘惩’”的目标吗？

普遍认可

“我和同学们一起根据规则有关内容，制
定新的班规。这让班级管理更加有底气。”广
州荔湾区南塘大街小学六一班班主任李雅斯在
惩戒规则实施首日已和学生一起进行了学习。

南塘大街小学六一班莫晓璐说，规则实
施首日，有同学上课吵闹，老师先是提醒劝
阻，对仍不听劝阻的同学，老师增加他的作
业。

“我觉得罚抄写，罚背书，罚做卫生，只要

不是太多，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是打骂
等体罚。”多名小学生告诉记者，大多数同学
认可规则确定的惩戒方式。

部分教师感觉进行教育惩戒时更有底气
了。“以前有调皮的孩子，我们请家长协助管
理，家长说让我们罚站，但学校又不允许。现
在明确了规则。”一位五年级小学班主任对记
者说。

疑虑仍存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有规则做“靠山”，但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好管”“管不好”的问
题恐仍无法短期内完全消除。

——平衡教师“合规惩戒”与学生“个体
感受”难。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认同惩戒规
则的学生，对各类惩戒方式的个体感受差别
很大：有初中生认为青春期越惩戒越叛逆，会
适得其反；有小学生认为罚站一节课太重，罚
抄多于一遍不可以，如果取消参加“春游”这
样的集体活动太残忍；还有学生认为罚做特
定公共区域卫生，如厕所，无法接受……

多名教师表示，学生个体感受差异大，拿

捏惩戒“度”稍有不慎，对学生、教师都会产生
负面影响。

“规则规定，为避免危险品入校，可翻看
学生书包。但我担心一旦误判，会给学生造
成心理伤害。”李雅斯说。

——平衡“合规惩戒”与“责任焦虑”难。
“教育惩戒可能引发部分不可预见的情况，教
师惩戒力度和处置方式如果把握不好，可能
会引发家校矛盾，还可能对教师造成伤害。”
广州沙面小学副校长黄宏杰说。

“有些学生心理十分脆弱，一旦惩戒后发
生了自残、自杀、抑郁等情况，教师很难说清
楚责任。”为多所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广
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说，厘清惩
戒行为责任的前提，是在教育惩戒中实现“过
罚相当”，但当前“过”与“罚”是否相当却难以
量化，这成为落实规则的一大难点。

——平衡与家长教育理念的分歧难。多
名受访中小学校长表示，部分家长见不得自
己孩子接受任何惩戒的“玻璃心”往往成为依
法行使教育惩戒的重大障碍。

“对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等行为实

施惩戒时，如果家长硬是不接受让孩子‘停课
或停学’，惩戒如何落实？”楚云认为，“家校合
作非常重要，如果家长不配合，依法惩戒难免
沦为‘空中楼阁’。”

且行且完善

多名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强调，教育的目
标始终是立德树人，即便惩戒也要尽量“小惩
大诫”、因材施“惩”，这要求教师们不但要依
规“好好管”，更要设法“管管好”。

“比如有学生出现不文明用语或行为，让
他们背论语可能比简单罚站更有效；对于不
同性格特点的学生，也应考虑采取不同的惩
戒方式。”李雅斯认为，合规是前提，最适合的
惩戒方式仍需要教师根据日常教育教学实践
不断探索。

“家校互动是很重要的，充分沟通有助于
消除矛盾，形成教育合力。”黄宏杰建议校方
应做好惩戒行为备案以及效果跟踪记录，以
便家长全面掌握情况，教师也能通过这些记
录更好了解学生的成长历程，采用最优教育
手段。

“戒尺”，还烫手吗？
——聚焦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侠克 李放）相关
机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2亿人患听力障碍。3月3
日是全国爱耳日，业内人士呼吁，伴随老龄化进程，在关
注听障人群这个庞大群体时，更要关注如何保护好每个
人的耳朵。

“很多人对于耳鸣等症状并不在意，以为是没有休息
好，但其实这是耳朵在发出警报，必须及时就诊。”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科主任李永新说，听障不仅
是生理上“听不到”，更会引发众多心理问题。

近年来，突发性耳聋患者的数量逐渐增多，且患者呈
现出年轻化趋势。有的是因为情绪波动以及不健康的生
活习惯造成突发性耳聋，有的则是由于压力大或过于劳
累所致。

此外，非职业噪声性耳聋的危险也不容忽视。北京
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谢静说，种类繁多
的电子设备，长时间使用耳机，高分贝强度的现场音乐会
和KTV聚会等不健康的用耳习惯，正成为年轻人的“听
力杀手”。

专家表示，现在年轻人喜欢戴耳机睡觉听音乐，在公
交、地铁上也长时间使用耳机听歌，此类行为对耳朵是一
种噪声性刺激，可能会导致耳鸣、耳朵不舒适，甚至会引
发听力下降。为了保护听力健康，使用耳机应遵循“60-
60”原则，即用耳机时“音量开在60%以下、使用时间不
超过60分钟”。

警惕“听力杀手”
使用耳机应遵循“双60”原则

新华社武汉3月3日电 （记者 王贤）水利部长江
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消息说，过去10年间，长江流域水
土流失面积减少了4.75万平方公里，减幅达13.70%；土
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林草覆盖率逐年提高。

长江委水土保持局副局长韩凤翔说，修订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是我国水土保持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0年间，长
江委携手流域19省（区、市）推进配套法规建设，497个
县（市、区）通过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县达
标验收，利用遥感技术实现全流域生产建设项目遥感
监管全覆盖，开展生产建设项目监督检查23.29万个
次。

10年间，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达16.96
万平方公里，全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实现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全覆盖。流域重点治理区实现流失面积由“增”到

“减”、强度由“高”到“低”的历史性转变。
据介绍，水土保持着眼于保护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
础性工作。1991年6月，我国颁布施行了新中国首部水
土保持法；201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修订通过。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10年减少4.75万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