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鄞州区东钱湖镇
清泉社区的“共享奶奶”火了，
全国千万网友点赞。甬派报道
以后，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
华每日电讯等央媒微信公众号
纷纷转载，网友纷纷喊话：建议
全国推广。

11月27日《宁波晚报》

这些每天风雨无阻接孩子
放学的老奶奶，和被接的孩子
并没有血缘或亲戚关系，这些
被接的孩子，只是和这些老奶
奶住在同一个社区。但是“共
享奶奶”每天放学接孩子回家，
却有着多重现实意义。

其一，有了“共享奶奶”的
护送，孩子们的放学回家之路
更加安全了，可以有效避免各
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其二，这
些孩子的父母，往往都是双职
工，平时本来就没有空按时准
点接孩子放学，现在有了“共享
奶奶”的出手相助，解决了家长
们的后顾之忧，可以让他们安
心工作。其三，这些“共享奶

奶”都有着一定的文化素质，可
以把孩子接到社区以后，辅导
孩子的作业，同样也帮了孩子
父母的大忙。

而对于以社区志愿者身份
加入“共享奶奶”团队的老年人
来说，首先是发挥了自己的余
热，为社区，更为这些孩子的父
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利于
邻里关系的和睦，也有利于和
谐社区的建设和打造。其次，
这些“共享奶奶”老有所为，在
忙忙碌碌中，也找到了自己的
精神寄托，不管是对于他们的
身体还是精神状态，都是很有
帮助的。

而社区通过把妇女儿童之
家作为孩子的临时照护基地，
让这些孩子在父母回来之前得
到妥善照顾的同时，也密切了
社区居民的关系，加强了社区
居民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
增强了整个社区的凝聚力。所
以不难看出，“共享奶奶”的无
私奉献，再加上社区大力支持、
通力配合，完全就是一件可以

实现多方共赢的事情，值得充
分肯定。

“共享奶奶”是互助社会的
一种积极探索。正如一些网友
所建议的那样，“共享奶奶”完
全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在全国更多的社区、街道进行
推广。但是作为一项制度，要
想让其能够具备持久的生命
力，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多，做得
更好。对于这些年龄在六七十
岁的“共享奶奶”们来说，她们
也有年老体弱，或突发疾病，需
要别人照顾的那一天，那么能
否采用“时间银行”等方式，把

“共享奶奶”们的志愿服务时间
存入“时间银行”，这样等她们
需要别人照顾时，社区的志愿
者就可以提供必要的服务。

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调
动“共享奶奶”们为社区作贡献
的积极性，也能吸引更多老年
人加入其中，从而让这项制度
能够具有持久的活力和生命
力，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惠及更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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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威胁对方
也属家暴”
是反家暴的一次进步
郭元鹏

11月25日，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
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第一批)，其中一
起典型案例显示，李某通过自伤自残
对妻子王某进行威胁，法院认为，该行
为也属家庭暴力，明确通过伤害自己
以达到控制对方的行为也属于家庭暴
力，因此向王某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在大家的传统认知中，总是认为
“殴打对方”“谩骂对方”才属于家庭暴
力。而对于“殴打自己”“暴力自己”似
乎都认为不属于家暴的行为。那么，
为何这一次的“家暴典型案例”中，出
现了“伤害自己”也算家暴呢？我们需
要看看这起案例的性质和过程。

申请人小王与丈夫小李因家庭琐
事经常发生争议，而丈夫小李多次以
跳楼、到妻子小王工作场所当面喝下
农药等方式进行威胁，小王也多次报
警，但始终协商不成。为保证人身安
全，小王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王丹
介绍，精神暴力的危害性并不低于身
体暴力的危害性。法院经审查认为，
虽然被申请人小李未实施殴打、残害
等行为给申请人小王造成身体损伤，
但他自伤自残的行为会让小王产生紧
张恐惧情绪，导致小王精神不自由，从
而按照小李的意志行事，属于精神侵
害，小王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法定条件。法院裁定:禁止小李对小
王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小李骚扰、跟
踪、威胁小王。

不难看出，案例中的丈夫的“伤害
自己”实际上也会给对方造成恐惧，让
对方有“生活在危险中的”恐惧。而

“伤害自己”的目的本质上还存在“控
制对方”的作用。因此“伤害自己控制
对方的行为也属家暴”的法律界定，是
治理家庭暴力的一大进步。

“伤害自己控制对方的行为也属家
暴”丰富了精神侵害类型，明确精神暴
力也是家庭暴力的司法裁判原则，对人
民法院处理精神侵害案件具有借鉴意
义。生活中，类似于“伤害自己控制他
人”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对
方要求离婚，就说“你要离婚我就死”；
比如，夫妻感情出现问题，一方就会自
残，用刀子伤害自己的身体，用这样的
方式“逼对方就范”“按自己的想法去
做”。如此一来，给婚姻中的一方造成
了很大的困扰。表面上看“伤害的是自
己”，其实本质上“伤害的也是对方”。

精神暴力本来就是暴力的一种。
不是只有“殴打对方”“谩骂对方”才是
家暴。和谐的婚姻生活必须是你情我
愿的生活，必须是文明向善的生活。
因此，我们在打击家庭暴力的时候，必
须与时俱进地修改法律覆盖的范围，
唯此才能让婚姻更加和谐。随着时代
的发展，“家庭暴力”一词包含的层面
显然需要更加丰富。“伤害自己也属家
暴”，是以法制暴的更进一步。

11月24日，象山县塔山中
学里，一群学生正在校内仔细

“巡逻”，看到不符合停放要求
的车辆，便毫不留情地上前张
贴“罚单”，从10月份开始，塔
山中学开展了“文明停车”专项
行动。周期内如扣完12分将
取消教师一定时期的入校停车
资格。

11月26日《宁波晚报》

随着私家车的不断增多，
车主免不了遭遇停车难，校园
里当然也不例外。而在停车难
之外，停车不规范也接踵而至，
尤其是一部分新手或者“本本
族”，平时开车的机会本来就不
多，技术也不够熟练，再加上一
部分教师为了赶时间，停车不
规范、停车方向不一致甚至随
便停在车道上，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说停车不规范只是少
数人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直接
妨碍了其他循规蹈矩的大多数
车主的停车，影响了大家的公
共利益。如果听之任之，“破窗

效应”之下，教书育人场所的正
常秩序势必被打乱，校园脏乱
差随处可见，学校管理者对此
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进行必
要的整改是必须的。

为什么让学生来执行“文明
停车”专项行动？我想学校方面
一定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学
生做事认真负责，既然是学校交
办的任务，一定会严格按照规定
办事，保质保量完成；其次是学
生办事铁面无私，对事不对人，
不管是校领导，还是各任课教
师，只要出现不规范停车行为，
就会毫不留情地上前张贴“罚
单”，没有商量、妥协的余地。

虽然只是校园里张贴的
“罚单”，并不是真正法律意义
上的处罚，但也会给予扣分以
及取消教师一定时期的入校停
车资格，不只是对教师文明停
车、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考验，
更是对师道尊严提出了挑战，
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教
师们所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的。正如英语老师林心怡所

说：“自己侧方停车技术不够
好，为了不收到罚单，现在停车
比过去谨慎很多，会严格要求
自己，把车停在停车位里。”

如果教师们都像林心怡老
师那样，面对学生贴“罚单”“会
严格要求自己，把车停在停车
位里”，毫无疑问达到了校方给
未能“文明停车”者张贴“罚单”
的目的，基本实现了“有效促进
师生积极参与文明校园建设”
的初衷。而对参与“文明停车”
专项行动的学生们来说，何尝
不是一次“遵守规则，约束自
己”的文明规范教育？

面对学生贴“罚单”，教师
该反思什么？既然已经出台了
规章制度，那就必须严格执行，
自觉遵守，尤其是为人师表的
教师，更应该以身作则，起好表
率作用，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
自己首先要做到；凡是禁止学
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去做，让规
章制度变成自我加压、自我革
命的内在动力，为共同建设校
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面对学生贴“罚单”教师该反思什么？
郑建钢

“共享奶奶”
是互助社会的积极探索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