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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例认购
林业“碳汇”刑案宣判

新华社电 记者从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获悉，被告人谢某某
自愿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被
其破坏的生态环境，现已履行完
毕。这是云南首例人民法院引
导行为人通过自愿认购“碳汇”
方式替代性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的刑事案件。

2021年 2月，谢某某在未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
自到澜沧县谦六乡某林地中砍
伐林木，经鉴定其砍伐思茅松树
种立木蓄积23.86立方米。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碳
汇监测研究中心对谢某某砍伐
林木的碳汇损失量进行了测算，
为 30.82吨二氧化碳当量。随
后，被告人谢某某与云南某碳汇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认购
30.82吨的自愿减排量，以弥补
生态环境受损至修复完成期间
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法院由此判决被告人谢某
某犯滥伐林木罪，因其具有自首、
自愿认罪认罚和自愿认购“碳汇”
等法定、酌情从轻、从宽处罚情
节，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
刑一年，罚金人民币3000元。

武汉警方
打掉一个跨省洗钱团伙
查证涉案资金3亿元

新华社电 记者 10月 31日
从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获
悉，警方近日打掉一个跨省流窜
作案的大型洗钱“跑分”团伙。
截至目前，已抓获24名犯罪嫌疑
人，查获涉案POS机38台。

通过深挖案件，公安机关已
关联多省份2065起案件，查证涉
案资金3亿元。

经查发现，一张涉诈银行卡
在某黄金首饰店的 POS机上刷
卡消费，而该黄金店并无实体店
铺，其名下POS机每天资金流水
却高达上百万元。警方随后迅
速行动，破获两个“跑分车队”，
抓获 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两个
“跑分车队”接受相关指令后，协
助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对涉
案资金进行洗白、转移。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专案
组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规律。此
后20多天里，专案组先后分赴江
苏、河南、安徽等5省13地，陆续抓
获该团伙5个层级的12名成员。

目前，该案24名犯罪嫌疑人
中，12人被批捕，12人被刑事拘
留。警方正对该案件做进一步
深挖。

这里的校园静悄悄
美其名曰“文明休息”

课间 10分钟俗称小课间，是中
小学生调节学习状态、缓解疲劳和
相互交流的重要时段。记者日前在
多所中小学走访看到，由于小课间
学生被要求不能随意离开教室，校
园里变得静悄悄。

据了解，这一现象由来已久。
2019年的一项针对1900余名家长的
调查显示，75.2％的家长认为身边中
小学“安静的小课间”现象普遍，且
在小学最为突出。

长春市多所小学的学生家长反
映，学校要求孩子小课间不能去操
场玩耍，只能上厕所或在走廊内安
静地活动。海口市多所小学安排值
日老师在每层楼巡查，严禁学生在
走廊追逐玩耍。有的学校还抽选少
先队员组建值日团队，对各班学生
课间的行为进行计分考核，一旦发
现追逐打闹现象，就给班级扣分，考
核与文明班级评选直接挂钩。只有
少数教师重视学生小课间的体育锻
炼，大部分教师会以强调纪律为名，
想方设法让好动的小学生安静下
来，美其名曰“文明休息”。

河北、贵州等地一些中小学也
存在类似现象。记者在河北省廊坊
市一所小学看到，除了一些学生上
厕所，大部分孩子在下课后都坐在
教室聊天。贵州遵义某小学教师张
栩（化名）说，有部分班主任不让学
生小课间到操场玩。
方便了学校管理
约束了孩子健康成长

为何小课间学生被过度约束的
现象频发？

有受访教师表示，主要是因为
场地有限、人员密集，学生在操场上

玩耍时常常出现磕碰等意外情况。
河北某县一所小学的教师说，

一旦学生课间活动时出现磕碰等意
外情况，校方不仅需要向家长道歉，
还可能涉及经济赔偿。为此，学校
干脆强调课间纪律，减少孩子外出
活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此外，场地的客观条件限制也
是一个重要原因。多名受访教师反
映，不少城区学校教学楼建得比较
高，小课间只有10分钟，学生跑上跑
下电梯不够用，楼道狭窄容易产生拥
挤踩踏风险。而且，市区学校的操场
规模小、孩子多，常常也跑动不开。

不少家长认为，约束孩子课间
活动，主要是学校和教师为了方便
管理、减少麻烦。

一些受访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也
认为，小课间被过分约束的做法违反
教育部的规定，也是学校管理粗放、懒
政的表现。严格限制中小学生课间活
动范围、活动强度，虽可减少意外发生
的概率，但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这种做法会压抑孩子天性、不
利于身体发育。心理专家认为，小
课间走出教室适当运动，可以舒缓
学习压力、促进人际交往，有利于学
生的身体健康。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2年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受访眼科专家介绍，参加户
外运动是防控近视的重要手段，小
课间被“挤占”会导致中小学生户外
运动时间减少，近视概率增加。

此外，这种做法也容易令学生
产生厌学情绪。长春市外国语实验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沈微指出，长时
间待在教室可能会导致学生精神倦
怠；学生利用课间调节、放松身体和
头脑，有助于集中精力上好下节课。

把小课间还给孩子
需要综合施策

2021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学校不
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
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
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
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
学校应当完善管理制度，保障学生
在课间、课后使用学校的体育运动
场地、设施开展体育锻炼。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些学校利
用小课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活
动。比如，长春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小学部开辟了篮球、排球等活动区
域，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同
时，在学校的支持下，班主任也鼓励
学生尽量外出活动。河北省邯郸市
丛台区连城小学不仅配有篮球、足
球和羽毛球等运动设备，还在教室
里配备了图书、象棋和五子棋等物
品，便于学生课间取用。

受访教师和家长认为，把小课
间还给孩子，需要综合施策。

作为校园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学校要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
将校园安全工作做细致、做扎实。

专家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出
台指导意见，通过督导加强对学校
的监督管理，把课间时间尽可能还
给学生。学校还要加强对学生进行
运动、游戏的技能指导和安全教育，
降低意外发生的概率。

受访对象认为，在校园管理规
范、校内设施安全到位的情况下，出
现校园安全问题时，社会和家长不能
一味将责任推给学校和教师。可以
建立由政府部门或第三方机构规范
处理校园安全事件的工作机制，降低
学校与家长产生直接矛盾的概率。

课间10分钟，除了上厕所不能随意活动？
中小学“安静小课间”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新华社电 课间10分钟对学生来说十分宝贵。自由奔跑的身影和时时传来的欢声笑语，是校园充满活力的风
景。但记者近期在一些地方调查发现，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除喝水和上厕所外，不能走出教室活动，
甚至不能随意离开座位。

教育部制定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要求，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
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那么，为什么一些学校要严管学生的10分钟课间活动？

第134届广交会
第三期开展

10月 31日，外国采购商在
服装展区参观。

当日，第 134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
广州开展，为期 5天。本期展览
总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数量
24000多个，参展企业 11000多
家。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