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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颖婕） 哪些行为

是校闹？ 日前，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

台 《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维护

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昨天，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 对 《意见》 进行详细解读， 明确界

定了八类行为属于 “校闹”。

围堵校门、恐吓师生、损毁校舍……

过去在一些校园纠纷或安全事故发生

后 ， 有人试图通过 “闹事 ” 逼迫学校

“花钱买平安”， 不仅影响了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 更给校园安全带来不小隐患。

为了杜绝 “校闹”， 此次出台的 《意见》

借鉴了治理 “医闹” 的执法方式， 围绕

依法治理 “校闹”， 构建了从加强预防、

减少事故， 完善程序、 妥善处理纠纷，

到严格执法、 依法惩治 “校闹” 行为，

再到多部门合作、 形成共治格局的完整

治理体系， 旨在为校园撑起安全之网。

《意见》 明确， 要以保险机制为核

心建立多元化的损害赔偿机制， 要求学

校不得推诿塞责 ， 积极通过协商 、 调

解、 诉讼等方式化解纠纷， 学校确有责

任的， 要依法、 及时进行伤害赔偿， 实

现 “不闹也赔”。

同时， 《意见》 强调第三方机构在

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规定各地可以建立

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 构

建公正、 便捷的处置机制。 针对 “以闹

取利 ” 和一些地方无原则 “花钱买平

安” 的状况， 《意见》 规定， 在责任明

确前， 学校不得赔钱息事， 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非法干涉纠纷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 《意见》 明确了八

类 “校闹” 行为， 包括： 殴打他人、 故

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

侵占 、 毁损学校房屋 、 设施设备 ； 在

学校设置障碍、 贴报喷字、 拉挂横幅、

燃放鞭炮 、 播放哀乐 、 摆放花圈 、 泼

洒污物 、 断水断电 、 堵塞大门 、 围堵

办公场所和道路 ； 在学校等公共场所

停放尸体； 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

非法限制学校教职工、 学生人身自由；

跟踪、 纠缠学校相关负责人， 侮辱、 恐

吓教职工、 学生； 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学校； 其他扰乱学校

教育教学秩序或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

的行为。

一旦发生上述八类 “校闹” 行为，

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出警， 依法制止； 对

于实施 “校闹” 行为， 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

产损失的， 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

的， 要按照刑法相关规定予以惩处。 特别是对于故意扩大事

态， 教唆他人实施针对学校和教职工、 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或者以受他人委托处理纠纷为名实施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等行

为的， 要依法从严惩处。 “校闹” 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权

益损害的， 要支持被侵权人向 “校闹” 行为人追究侵权责任。

同时， 可以通过联合惩戒机制， 对实施 “校闹”、 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的人员实施惩戒。

为确保 《意见》 落地落细落实， 教育部将选择若干地方和

学校开展试点。 同时， 还将搜集、 遴选各地、 各校依法处理学

校安全问题、 处置 “校闹” 的具体案件进行汇编， 并推动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

“说法语的医生”见证医学交汇之美
上海瑞金医院举办“医学体验营”，邀大众体验法语医学教育的魅力

“这些医生真牛，不仅医术好，还精通法

语！ ”一名大学生如是感叹。 昨天，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第八届“医学体验

营”开营，主题为“体验法语医学教育的魅

力”。 49名体验者除走进手术室、病房等，还

感受了瑞金医院独有特色———法语医学，体

验者里也首次迎来法国的学生。

从当初的“跟跑”，到如今成为法国巴黎

公立医院集团在中国的首个海外培训基地，

每年接受洋学生前来进行规培，瑞金医院现

在有越来越多“说法语的医生”。他们见证了

中国的进步和在医学上取得的成就。 法语

医学教育如同一座桥连接起两个国度。

说法语的医生还是“申
博大使”

穿上手术隔离服，戴上口罩、帽子，一

组体验者被分到手术室， 在手术室体验过

程中， 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志宏对大家说的

最多的词是“细节”。

他回忆起自己1995年去法国当住院医

师时， 惊讶于手术中所有的细节管理———

术前要做好所有可能的准备与思考， 而不

在手术台上做出临时、匆忙的决定。 “专注

于每一个细节 ， 这也许让病人能最大受

益。 ”他说。

刘志宏是“医二代”，他追从父志以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王

牌专业———临床医学（法文班）。 他热爱这

样的传承， 从他踏入医学院至今已有20多

年，但对“细节管理”的传承却秉持如一。

与刘志宏同年考入法文班的还有龙雯

晴， 如今她已是瑞金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

师。“邝安堃、傅培彬、王振义等医学大家用

法语给我们授课，自编法语教材，有些自编

教材全部用打字机打印出来， 法语字母特

有的注音符还得用钢笔再添加上去。 ”

2002年，恰逢上海申博，龙雯晴成为教

卫系统里具备流利法语水平的两名 “申博

大使”之一，助力上海成功申博。她说，法文

班的学习异常艰辛， 却也让他们多了一个

除治病救人以外报效祖国的方式。

“当年引进来，如今走出去”

中国为什么需要 “会说法语的医生”

“懂法语的医院”？ 在瑞金医院肾内科主任

医师张文看来， 法文班不仅是瑞金医院的

传统，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 国内医学生尚无太多

出国了解国际医疗发展的渠道。 上海第二

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在瑞金

医院开设法文班。五年的全法语教学，能让

学生最大限度与国际接轨。

张文谈及恩师董德长教授时就说 ：

1980年瑞金医院建立肾脏专业时， 仅有三

位医生，白手起家的董德长教授提出“配套

出国培训”理念，六位意气风发的年轻肾脏

科医生怀着梦想前往法国， 学成归国后逐

步建立了肾脏临床、透析、病理和实验室四

位一体的科室雏形， 成为当时全国肾脏病

界的典范。

“法文班不止学法语， 也有法国文学

课，要读加缪、萨特的作品，还要了解欧洲

文化。 ”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吴逸雯分享

道：“医生不仅要冷静理智， 也是需要感情

的职业，有了充沛的人文积淀，方能极尽情

致体察细微，给予患者足够的关照安慰。 ”

改革开放40多年，从走出去学习，到如

今与法国人交流共享， 在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方跃华看来， 法语医学教育更像是一座

桥。 2005年，他通过这座桥远赴法国学习。

“就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别人的经验，想把

那边的成果往国内搬。”方跃华说，如今，中国

医者已具备与西方同行平等交流的实力和能

力，“当年引进来，如今走出去”，前沿医学的

流动如今通过法语这座桥让两国医患受益。

扩招法文班，法语医学教
育平台再升级

至今， 在瑞金医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有会

说法语的中国医生， 查房或手术时彼此用法

语交流，保留着法系医学严谨而优雅的传统。

仔细追溯， 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瑞金“法文班”。

院方表示， 此次体验营特邀五名 “法文

班”医生参与，希望不仅向大众代表展示医学

与法语碰撞出的奇妙缘分， 更希望由此传递

中国医学发展、进步的生动过程。

据了解，2015年，瑞金医院成为法国巴黎

公立医院集团在中国的首个海外培训基地，

每年都有一批“洋学生”到瑞金医院接受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瑞金医院里100多名会说法

语的医生，成为他们的中国带教老师。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法联合医

学院”落户瑞金医院，法语医学教育平台再度

升级。 教学体系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

医学院研究生院和瑞金医院共同设计制定。

瑞金医院副院长沈柏用介绍，明年，将在原有

偏向临床型的法文班教学基础上， 增加招收

全新的科研型法文班学生。

今年9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瑞金医院

终身教授王振义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 他

说，法语医学教育走到今天，不仅仅是因为传

统，更重要的是，这是医学发展与创新的必要

条件。 “我们要学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

不可估量的教学理念、 疾病分析与医学思维

方式。 ”老先生这样说。

在当下中国， 坚持开设高水平法语医学

教育的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并不多。“医学是

一门技术，但它的背后是文化、观念甚至信仰

的支撑，我们不但重视中国的文化，也重视其

他国家的文化，兼收并蓄，因为通过多元文化

的窗口，医者能进一步领略人类文明的丰富，

打开更广阔的生命视角，让‘大医生’的航标

指向更远的远方。”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教授

称，“医学体验营”此次以全新方式呈现，但初

衷不变，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加了解医院，近距

离地与医学互动，理解医学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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