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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打动人的，其实是范家小学校长的一段话，“我们现在的教育就

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在我这个段一定要见成效，你在你那个段也要见

成效”，而范家小学，不愿意“在我们这一段把孩子榨干了”。

从“丽江反杀案”审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燕赵观

“没有学生戴眼镜的小学”
与被稀释的教育焦虑

毛建国

燕赵都市报快手

陈泽宪

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要做到“有增有减” 苑广阔

2019年12月30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微

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唐雪正当防卫一案”的

情况通报，通报称：唐雪的防卫行为系正当防

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李德湘酒后寻衅滋事，先后在公

共场所无故拦截他人车辆、辱骂唐雪、追逐殴

打唐雪父亲、深夜提刀砍砸唐雪家门并两次

率先攻击唐雪。面对这一系列的不法侵害，

唐雪从消极躲避到积极防卫，并无任何过

错。其具备正当防卫的各项前提条件，这一

点并无争议。

本案定性的争议焦点，在于唐雪对不法

侵害人实施防卫的过程中用水果刀刺伤李德

湘致其失血休克死亡，是否构成防卫过当。

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

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亦即，成立

防卫过当必须符合两项法定标准：一是防卫

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害。

应当指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些

地方的执法和司法人员对刑法关于正当防卫

的规定理解上存在偏差。其一，不重视区分

不法侵害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的性质，只要

双方都动手了，就认为是打架斗殴，各打五十

大板，所谓“打输了进医院，打赢了进牢房”的

警示标语随处可见；其二，将上述两项标准混

为一项标准，即认为只要造成了重大损害，就

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

“唯结果论”。这些对刑法规定的理解偏差，

导致一些正当防卫案件被错误地认定为双方

互殴或者防卫过当，使得有些正当防卫人被

不当追究刑事责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就本案而言，唐雪的正当防卫行为致使

李德湘受伤死亡，应属造成重大损害，但其防

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则需根据案

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

所谓“必要限度”，是指有效制止不法侵

害行为所必需的防卫强度。根据司法机关对

本案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来看，李德湘从对唐

雪及其父亲无故辱骂、殴打，到深更半夜持刀

砍砸唐家大门并主动攻击唐雪，不法侵害行

为逐步升级，其间唐雪也曾赤手空拳进行防

卫，但面对身高一米九的壮汉，唐雪始终处于

被动挨打的下风，根本不能制止李德湘的不

法侵害行为。此时，唐雪掏出水果刀进行自

卫反击，是当时唐雪唯一能够依己之力制止

李德湘不法侵害行为的手段。根据本案法医

尸检报告，死者李德湘身上致命刀伤只有一

处。说明唐雪在李德湘受伤后并没有乘势追

击，对其施加不必要的伤害，显示了唐雪在制

止不法侵害行为之后的克制态度。

因此，综合事实和证据分析，我认为唐雪

的正当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虽有重

大损害结果，但仍不构成防卫过当。

(检察日报)

今天，中国至少有一项“世界第一”令人

忧虑——近视青少年规模。根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公布的 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

视调查结果，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其中小学生的近视率为36%。然而，

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有一所叫范家小学

的乡村学校，只有51个学生，它有一处特征

让不少人惊讶不已：没有一名学生戴眼镜，14

位教师中戴眼镜的有9人。（1月1日《中国青

年报》）

2019年9月25日，范家小学曾对51名学

生进行视力检查，发现有5名学生视力低于

国家标准线——裸眼视力5.0。这意味着范

家小学并不是一所“没有近视眼”的学校，只

是一所没有学生戴眼镜的学校。即便如此，

也让人感到吃惊，因为这已经大大背离了人

们的基本认知。

提及今天的教育，视力问题绝对是一个

绕不过的话题。走进学校，目光所及，一片眼

镜，简直让人怀疑走错了地方。并不是说过

去就没有近视眼，而是现在的近视眼之多，度

数之深，出现时间之早，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颠

覆了认知。

造成近视眼的原因在哪里？多年来，学

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基因遗传说，也有环境影

响说。但一般而言，遗传具有相对固性，带来

的变化较慢，根本无法解释几十年来近视率

的飙升。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

是相对于过去，孩子严重缺少户外活动。

一项刊发在《自然》杂志的研究分析认

为，近视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在户外度过

的时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思

路，就是让孩子从书本尤其是电子产品中解

放出来，更多接触大自然。

与其他学校相比，范家小学有一个很大

不同，它的学生一定程度上处于“放养”的状

态。在这里，学生的分数变得不那么被看重，

玩耍成了必修课；除了每天上课的5个多小

时和睡觉的11个小时，孩子们可以任意在室

外玩耍；除了“语数外音体美”，还有可以到村

子里、山林中上的乡土课。因为有着那么多

的不一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何帆造

访后，将这所学校誉为“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

的学校”。

在校长张平原看来，范家小学的“走红”

和城里孩子选择来这里入学，也从侧面反映

出当今社会普遍的“教育焦虑”。但这种焦

虑，在范家小学被稀释了。

大概是“教育焦虑”被稀释的原因吧，范

家小学在很多做法上，迥异于大多数学校。

其教育理念，也契合了很多人对于教育回归

育人的期许。但要说范家小学是最好的学

校，恐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范

家小学面临的情况与其他学校不同。真正打

动人的，其实是范家小学校长的一段话，“我

们现在的教育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在

我这个段一定要见成效，你在你那个段也要

见成效”，而范家小学，不愿意“在我们这一段

把孩子榨干了”。想想现在教育的很多问题，

教育焦虑、剧场效应……是不是源于这一点？

“没有学生戴眼镜的学校”像是天外来

客。诚然，范家小学的模式目前难以推广，也

不能简单以此来判断一所学校的好坏。但不

管如何，压榨式成长不符合教育规律和孩子

天性。当然，更值得思考的是，一所好学校，

是否在方向上可以追求没有近视眼？

记者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最高法获悉，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部

署开展相关工作。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要建

立完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一站式诉讼服务

机制，建立案件绿色通道。要全面落实立案

登记制，做到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1月1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这个时间段，向来都是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高峰期，一些企业拖欠的金额太大，不

但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很容易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因此，最高

法近日下发的《通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虽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都是让人痛

恨的，但是从造成拖欠的原因来看，却是多种

多样的，需要法院以及其他部门耐心理顺其

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明确责任方，最终帮助农

民工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依照笔者的看

法，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尤其需要

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有增有减”。所

谓“增”，就是增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成本，包

括单位的成本、个人的成本；所谓的“减”，则

是减少或者说降低农民工维权的成本，让他

们在被欠薪之后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拿回属于

自己的工资。

这次最高法下发的《通知》，实际上也鲜

明体现了“有增有减”的原则。《通知》强调，要

公正高效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具体措

施就是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跨域

立案、巡回办理等便民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农

民工维权成本和门槛，坚决杜绝拖延立案、人

为控制年底不立案等现象。到了案件审理阶

段，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包括对案件事实清

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

务报酬纠纷，以及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农民

工劳动争议纠纷，依法运用先予执行程序、简

易程序和小额速裁程序等，快立、快审，提高

审判效率。

所有这些措施的采取，最终的目的都是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被拖欠农民工拿回自己劳

动所得的成本，包括时间的成本、精力的成

本、经济的成本等，从而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反过来说，如果农民工讨薪和维

权成本过高，他们的合法权益还是无法得到

维护。

增加拖欠农民工工资者的违法成本，有

利于从源头上杜绝拖欠现象的发生。《通知》

指出，要充分发挥刑法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威慑作

用，对恶意欠薪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厉惩

处；用足用好失信惩戒、限制高消费、限制出

境、罚款拘留等执行措施，依法采取冻结、扣

押、查封、拍卖、变卖等强制措施，保障农民工

及时兑现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对拖欠民工

工资行为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警示用人单

位和个人，不敢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观点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