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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打造民生幸福标杆不断有创新之
举。根据市教育局给市人大代表的建议答复，
深圳将探索实施免费教育在当前九年制义务
教育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力争到2025年逐步
推进十二年免费教育。（4月14日深圳特区报）

目前，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只覆
盖了小学和初中阶段，学前教育和高中以上
教育则由家庭自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
领域对高素质人才有更多需求，教育的重要
性也愈发凸显，家庭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
大，教育负担愈发沉重，学前和高中教育费
用高企等问题困扰民生。深圳推进实施 12
年免费教育，乃是一次有益的探索，能够切

实缓解家庭教育负担和焦虑，提升基础教育
质量，为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按照规划，深圳市在当前九年制义务教
育的基础上，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两头延
伸，并以免费教育的自主选择形式，来替代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将选择主动权交给家
庭，由此瞄准了家庭的现实需求，可以有效
缓解家庭教育负担问题。最重要的是，12 年
免费教育意味着政府要加大高中教育普及
率，兴办更多的高中学校，提供更多的公立
普高学位，让更多学生接受普高教育。

近年来社会各界频频建议延长义务教
育，实施 12 年或者 15 年的义务教育，但教育
部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财政负担过大
等因素，暂不延长义务教育，不过对部分地
方的探索，则予以鼓励。

目前，已有珠海、唐山、宁陕等多个地
方，根据地方财政情况，以及对教育发展的
规划，分别实施了 12 年、15 年免费教育，为
当地基础教育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获得
广大民众的支持。

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相比于唐山等
地，一些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教育也
发达，在我们看来，已经具备了实施“12 年免
费教育”的能力和条件，可却迟迟没有这方
面的“声音”和“计划”，原因何在？或许，还
是对教育没有足够的重视，毕竟一旦跟进，
需要从财政划去一大块，而且是开弓没有回
头箭，年年都要付出，这是许多城市不敢去

“尝试”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深圳等地实施
“12 年免费教育”，最大的复制意义不在于条
件是否成熟，而在于“重视教育”，真的重视

教育，显然不是只说在嘴巴上，而是体现在
行动上。不是做好计划内的“义务教育”就
可以了，更应该是延长学生受教育的长度、
宽度和深度。

当前，我国生育率逐年下降，人口红利
消失，老龄化问题抬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家庭教育负担过重，导致年轻人的结婚
欲、生育欲下降。延长义务教育时限，可以
有效缓解家庭教育压力，减轻年轻父母的养
育负担，从而有助于刺激生育。

从社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看，在全国实
施 12 年义务教育也是早晚之事，可以由经济
发达地区先行探索实施，再逐步过渡到全国
范围内。对此，政府应加大财政和教育资源
方面的投入，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好人才，做
好未来国家竞争的准备。

今日论衡之民生探微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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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12年免费教育”是有益的探索
□江德斌

昨日报载，自 2016 年 12 月以来，湖南衡
阳 80 后女子宁顺花，因无法忍受丈夫陈定华
长年沉迷赌博选择诉讼离婚，但时至今日，
先后 4 次起诉离婚的她，离婚的心愿始终无
法实现。就离婚引发的问题，陈定华被拘留
过 3 次，法院先后 2 次下达人身保护令。即
便如此，婚始终没有离成，理由都是“无证据
证明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

法院应当准许离婚的法定情形，法律规
定明明白白：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重
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调解无效的，应
当准予离婚”。其中，并没有必须第二次起
诉才判离的程序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通常不判，6 个
月后再次提起诉讼，法院才会判离，这似乎
成了通行做法。

此案已起诉四次，上诉一次，远远超过“第
一次不判离”的所谓惯例，令人费解。5年时间
里，男方不仅赌博恶习不改，且对女方及其家
人屡次使用暴力，并被公安机关拘留，夫妻感
情明显已经完全破裂。更荒谬的是，给女方两
次下达人身保护令的法官，和以“为保障家庭
稳定和社会和谐，不离婚更适宜”为由，多次驳
回女方诉请的法官，竟然是同一人。

法院之所以不判离，似乎是因为法律之
外的因素。此案特殊之处在于——男方是
个公开表示不要命的“狠人”。不仅多次给
女方发送“你的双眼我要定了”等威胁短信，
而且几乎每次开庭，都公开说谁判离婚就跟

谁没完，要报复社会，制造恐怖事件等。面
对记者采访，亦公开表示“婚一旦离了，我就
要报复，向全村、公安局发过誓。”

因为男方扬言要报复女方、报复法官、
报复社会，女方不仅有家不敢回，每次参加
庭审都随身携带遗书。而且，法院好像还真
的就怕了男方，在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
据的情况下，屡次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

如果真是由于男方的恐吓而作出不准
离婚的判决，试问，人民群众在这个案件中
还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吗？为了避免男方真
的实施其所恐吓的行为，就以牺牲女方离婚
自由作为代价，维持如此可怕的——堪称要
命的婚姻，法治社会岂能为一个有暴力倾向
的狂徒所绑架？

法院应该是最讲法的地方，而不是任人逞
强斗狠的所在。此案中，男方多次殴打女方及
其家人，在高速公路上拦截女方代理律师车辆
并将其砸毁等行为，早已涉嫌寻衅滋事刑事犯
罪，当地司法机关为何迟迟不立案调查？其多
次向女方及其家人发送威胁信息，在法庭上公
开扬言要报复社会，面对记者采访亦毫不避讳

“若法院判离婚，所有人拭目以待”，难道不涉
嫌编造、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犯罪？

不出意外的话，在经媒体大量报道后，
此案或会很快判离，就像之前的跳楼离婚等
案件一样。但让人困惑的是，难道起诉离
婚，还得首先把事情闹大才行吗？面对“鬼
知道离婚有多难”的舆论质疑，应该给出一
个制度性的解答。

热点快评 5年4次起诉均驳回
离婚为何这么难？□舒圣祥

日前，相声演员岳云鹏在
网 络 上 表 示 ，自 己 新 买 的
128G 的 手 机 实 际 内 存 只 有
112G，认为手机厂商应当在宣
传中明确说明，“说多少内存
就给我们多少内存”。实际
上，手机系统占用部分内存是
行业默认，一些厂家也会在宣
传海报中明确说明，不过分析
认为，一些手机预装大量 App
也会占用内存，这是不合理
的。（4月14日北京青年报）

明 明 买 的 是 128G 的 手
机，拿回来却发现可用内存
只有 112G 或者是更少，相应
地，如果是号称 256G 的手机，
可用内存可能只有 235G。这
样的现象，很多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手机的时候都曾经碰
到过，也提出过质疑，只不过
人微言轻，没有被外界听到
而已。岳云鹏是著名相声演
员 、公 众 人 物 ，所 以 他 的 发
声，更容易得到外界的倾听，
从而也让消费者的手机“内
容权益”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关于手机标注内存和实
际 内 存 不 符 的 争 议 由 来 已
久，央视在 2013 年就报道过

“缩水的内存”。然而，手机
厂商总会解释，手机实际内
存与宣传不符，不是虚假宣
传，手机的标注容量和操作
系统显示的内存容量计算方
式不同，由此就会有理论上
内存损失；更何况，手机预装
的系统、APP 等也会占用相
当一部分内存。

如此说来，手机厂商的
解 释 看 似 有 一 定 道 理 。 然
而，它们总可以在宣传中明
确说明手机实际内存吧？手
机实际内存只有 112G，就别
宣 称 128G，以 免 误 导 消 费
者。那种只标明某种设备能
提供的最大空间，却不管系
统和预装软件要占用多大空
间的做法，的确容易让消费
者产生“缺斤少两”之感，在
法律上涉嫌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

手机厂商可能要说，系

统部分占用的内存是不固定
的，系统版本不同或者每一
次升级，其占用的内存基本
要发生变化，这部分占用内
存很难量化。即便如此，手
机厂商也可以在优化系统的
基础上，标明实际内存的误
差范围，这同样可以实现给
消费者一个真实的承诺，让
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至于预装软件占用手机
内存的情形，则更好规避，比
如减少预装软件数量。手机
在销售时已提前预装很多软
件，有的还无法卸载。这是
不少 App 冷启动推广的手段
之一，也是手机厂商的收入
来源之一。比如，上述报道
披露，某手机预装了 16 个第
三方 App，某手机预装了 19
个，某手机则预装了 31 个。
手机厂商对于预装软件的报
价非常高，报价在一台 0.8 元
到 5 元之间，对于销量上千
万、上亿的手机来说，这笔收
入不容小觑。

值得一说的是，手机厂
商通过预装大量第三方软件
而占用手机内存的问题。如
果操作系统占用内存是合理
的，那么在没有经过消费者
同意的情况下，大量安装第
三方软件而占用手机内存，
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对消费
者权益的一种侵害。尤其是
这些第三方软件乃是手机厂
商向软件方收取费用后才允
许安装的，这意味着通过安
装第三方软件，手机厂商获
利了，用户却因软件的安装
造成手机内存减少，而利益
受损，且选择权和知情权也
受到侵犯。

随着移动互联网、5G 的
发展，手机操作系统有越来
越臃肿的趋势，而且，社交、
视频、工具类应用越来越多，
所占空间也越来越大，用户
对 手 机 内 存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出台统一的手机容量标
识、软件预装行业标准、服务
规范，再也不能久等了。

手机内存“缺斤少两”
行业规范还要等多久

不知何时，课间跳绳、跳房子、踢毽子、
打弹珠等儿童游戏在校园内消失了，除了
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学生跑跳的身影，不
少学校课间10分钟，鸦雀无声。“学生课间
活动的最大半径：教室外的过道”“孩子在
教室里一坐一整天，见不到阳光”……家长
们呼吁：把课间 10分钟还给孩子，让他们
能出教学楼玩耍。（4 月 14 日半月谈）

课间休息10分钟，是学校为了转换课
程、缓解学生老师的上课疲劳而设定的时
间，也是孩子们非常盼望的时间——大家
可以做游戏、活动身体，找好朋友聊聊天、
去操场上走走跑跑。利用好了这 10分钟
时间，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下一节课
的学习中，尤其是在青少年近视高发、学
习压力大的当下，课间活动 10 分钟可以
起到防治近视、调节身心、改善学生体质
的作用。

然而，不少学校以强调纪律为名，想方
设法让好动的小学生安静下来，只许喝水
上厕所，不能出教学楼玩耍，美其名曰“文
明休息”。有的学校甚至让人感觉不像是
学校，鸦雀无声，孩子感觉像是在坐牢。课
间圈养成为教育痛点。

正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却被一整天关
在“笼子”里，违背了教育规律，粗暴地阻止
了少年间游戏交友的权利，有损孩子们的
身心健康。特别是“文明休息”还要求对
每个班级进行评比，一旦发现某班学生追
逐打闹，大队部就给该班级扣分，就等于

是损害了班集体的荣誉。孩子们被施加了
无形的压力，便自觉地不再嬉戏打闹。活
泼好动的孩子，在课间竟然不能下楼“撒个
欢”，被各种理由禁锢在课堂中，实在让人
感到可怜。

当然，学校之所以普遍采取“课间圈
养”方式，也是有着不得已为之的苦衷。小
学生天性活泼好动，同时对力量控制能力
弱，磕磕碰碰是常事。容许孩子课间嬉戏
打闹，无疑将大大增加意外发生的几率。
一旦学生发生意外，无论学校是否有责任，
都必须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与赔偿，尤其
是对于现在一所动辄数百人的城市小学来
说，学生校内安全管理的确是个大难题，在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思想指导下，为了避免“孩子出事，家长
闹事，给自己找事”，严格限制课间活动范
围、活动强度、静悄悄的课间休息十分钟便
成为校园常态。

针对“课间圈养”这一教育难点，我国
北京、上海、湖北等多地出台中小学校学生
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从法律层面对事故各
方责任进行了严格界定，为校方管理松了
绑，也为纠正“课间圈养”开了个好头。

然而，牵涉其间的责任主体复杂而多
元，恢复孩子们正常的课间休息游戏时间，
让学校不仅是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地方，还
是能锻炼身体，结交朋友、活泼游戏的好课
堂，则需要学校、老师、家长及全社会全力
应对。

来论照登
□斯涵涵

打破“课间圈养”
须全社会共同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