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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好声音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总规矩和
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几乎涵
盖了人民生产生活、国家经济制度、
社会方方面面，既为人民群众的各
类民商事活动确立了基本规则，也
为纠纷的预防与解决提供了基本遵
循，同时为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
提供了全面详实的法律依据。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
支柱，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为法
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对于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提升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史小红认为，监护、婚姻、住房、
隐私、继承等，民法典关注着每一个
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项权利，全
方位保护民事权利。比如，将人格
权独立成编，强化了对人的全面保
护，特别是应对网络信息技术发展
对人格权保护带来的挑战，针对“人

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
话骚扰”等新型纠纷和问题，加强了
对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又如，
修改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
规定，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反映的业
主大会成立难、公共维修基金使用
难、物业管理不规范、业主维权难等
难题。又如，侵权责任编区分高空
抛物和高空坠物的责任，强化物业
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等，着力
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民法典的编纂凝聚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人民
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立法的每一
个环节都凝聚了社会生活规则的最
大共识，每一项内容都反映了人民
的意愿，从社会发展焦点、热点到百
姓身边难点、堵点，民法典均作出回
应，着力解决突出民生问题，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史
小红说。
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全国政协委员史小红：

保护隐私和信息
民法典筑起防火墙

以民法通则为引领，由各民事单行法组成的松散民事法律体
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法治建设需要，亟须编纂一部科学
严谨、全面系统的民法典，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
法治保障。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史小红认
为，编纂民法典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向立法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史小红说，民法典编纂工作自

2015年启动以来，作为一名政协委
员，又在司法审判机关工作，更是密
切关注这项工作，就一些热点问题，
结合审判实践进行调研，向立法部
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是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写入民法典，把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上升为法
律。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特别是通
过“电梯劝阻吸烟”“撞伤儿童离开
被阻猝死索赔案”等典型案件的办
理，深刻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入法的重要意义。

二是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及相
关内容的设计。近些年来，随着网
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侵犯人格权的

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对于网络
谣言、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新型侵
犯人格权的方式，亟须通过法律进
行规范。

三是婚姻家庭法律的修改完
善。比如，轻率离婚现象突出的问题
应引起重视，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
定，增设离婚冷静期制度非常重要。
还有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社会普遍
关注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修改完
善。河南是农业大省，史小红也一
直很关注三农问题，特别是如何落
实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要求，
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性不够的
问题，增加对土地经营权的规定是
非常重要的内容。

民法典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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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
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是教育发展的主体和
第一资源。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建议，
以教师教育“双一流”建设为载体，全面提升我国教师教育质量和
水平，培养造就一大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国良师，为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赵国祥：

加大“双一流”建设
提升教师水平

教师教育“双一流”建设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伴随国家实力提升和教育改革前

进的步伐，我国教师教育体系在探索
中发展，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教师教育体系结构不优，全国举
办教师教育的高等院校众多，但高水
平院校数量极少。统计显示，全国共
有 605所高等学校办教师教育，其中
师范院校 199 所，非师范院校 406
所。在全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中，仅有 9所师范大
学，且承担本科师范生培养的综合性
院校极少。另外，师范院校办学经费
不足、师范专业吸引力不强、师范生
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也制约着师范
教育的发展。譬如，在人才培养模式

方面，改革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改
变，单一学科培养、分科教育模式固
化、学生适应性不强、社会认可度下
降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少重
点中学更愿意从综合性大学毕业生
中招聘教师。

“在教师教育体系全面开放的背
景下，教师教育体系结构有待完善、水
平亟待提高。”针对全国师范院校进入
国家“双一流”战略布局的数量偏少、
师范生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赵国祥
表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强调，建设一流师
范院校和一流师范专业，教师教育“双
一流”建设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以“双一流”建设，引领教师教育质量水平提升
赵国祥认为，高水平综合大学参

与教师教育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能
够而且必须挑起教师教育改革发展
“大梁”的还是师范院校。他建议，在
全国师范院校中开展教师教育“双一
流”建设，从而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
全面提升我国教师教育质量和水平。

统筹布局“双一流”建设。由中央
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引导地方政府加
以配套，在没有“双一流”师范大学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遴选建设 1
所一流师范大学、10个一流师范专业
进行重点支持，全面提升师范人才培
养水平和创新能力。

切实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建设
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和高水平教
师教育基地、实施公费师范生教育、申
报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增加教
育博士硕士招生指标、扩大办学自主
权等方面，给予“双一流”师范院校适
度的政策倾斜，着力增强其办学实力
和办学活力。

合理提高财政拨款水平。根据教
师教育发展需要和财力状况，协调各

地合理调整师范生生均拨款系数，在
此基础上，由中央财政下拨专项资金，
对“双一流”师范院校给予适度支持，
力争使所有一流师范大学和一流师范
专业都达到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生均
拨款水平，有力保障其深入开展教师
教育改革。

全面强化人才培养质量。引导和
督促“双一流”师范院校在培养规格、
培养主体、培养课程、培养机制、实训
体系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积极应对
新技术革命时代基础教育领域出现
的新课程形态、新学习方式挑战，着
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教育人才。

辐射引领教师教育发展。建立健
全“双一流”师范院校联席会议制度，
深化区域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协同创新
机制，将“双一流”师范院校的改革发
展举措总结提炼成可借鉴、可复制、可
推广的建设标准、工作规程和实践经
验，辐射引领全国各级各类师范院校
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