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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聚焦·看天下

环球扫描

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31日电（记者 吕
迎旭 张天朗 参与记者 柳伟健）以色列军方
10月31日发表声明说，以战机当天对加沙地带
东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实施了空袭。巴勒斯
坦方面说，此次空袭造成数百人死伤。

以军声明说，以战机当天根据情报对贾巴
利亚难民营一处“恐怖分子的设施”实施空袭，
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指
挥官易卜拉欣·比亚里在内的多名哈马斯武装
人员被炸死，该设施在袭击后坍塌。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
至少50人死亡，150人受伤，目前仍有不少人在
废墟下等待救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
发言人伊亚德·芭兹姆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以军此次空袭摧毁了贾巴利亚难民营的一整个
街区，造成大约400人死伤。

以军方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
沙地带北部与哈马斯武装人员作战，打死约50
名哈马斯武装人员，摧毁了哈马斯地道入口及
武器和军事装备。

以色列战机空袭加沙难民营

新华社利马 10 月 31 日电 （记者 郝云
甫）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政府 10月 31日宣
布，考虑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民
犯下的罪行，玻利维亚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
关系。

玻利维亚代外长普拉达宣布，因加沙地带
的巴勒斯坦人民人权遭受侵犯，玻政府在作出
断交决定的同时，还计划向巴以冲突受害者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

玻利维亚外交部副部长弗雷迪·马马尼
表示，玻方将通过外交渠道向以方正式传达
这一决定。他要求以色列立即结束“阻止食
物、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的
封锁”，同时指责以色列的封锁和袭击行为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玻利维亚和以色列1950年建交，2009年玻

利维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以抗议以色列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2020年，两国复交。

玻利维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

新华社洛杉矶10月31日电（记者 谭晶
晶）美国航天局10月31日表示，“朱诺”木星探
测器首次在木星卫星伽倪墨得斯（木卫三）表面
观测到矿物盐和有机化合物的存在。这一发现
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了解木卫三的起源及其地
下海洋的组成。

木卫三是木星最大的卫星，由于其冰冷的
地壳下隐藏着巨大的海洋，长期以来一直受科
学家关注。此前，其他探测任务的观测显示木
卫三可能存在盐和有机物，但由于观测数据的
空间分辨率太低，无法确认这一判断。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2021年 6月 7日，“朱
诺”木星探测器以 1046公里的高度飞掠木卫
三，其搭载的木星红外极光成像仪获取了木卫
三表面的红外图像和红外光谱。这些数据帮
助任务团队检测和分析其表面物质的独特光
谱特征，包括氯化钠、氯化铵、碳酸氢钠等，以
及可能存在的脂肪醛等有机化合物。相关研
究 10月 30日发表在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
上。

据介绍，这些盐类和有机物的构成和空间
分布表明，它们源自木卫三内部，反映了木卫
三内部的水岩相互作用。研究主要作者之一、
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费代
里科·托西表示，木卫三表面发现的物质表明，
木卫三在形成过程中可能积累了温度极低的
物质，使氨能够凝结。碳酸盐可能是富含二氧
化碳的冰的残留物。

2011年升空的“朱诺”木星探测器携带了
多种科学仪器，用于研究木星结构、引力和磁
场等问题。

美探测器首次在木卫三表
面观测到矿物盐和有机物

新华社波哥大10月31日电（记者 周盛
平）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10月 31日通过社交
媒体宣布，他将召回哥驻以色列大使以进行商
议，并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天稍晚时也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平民发起的军事行
动，呼吁以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重申
了总统召回驻以色列大使这一决定。

自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佩特罗多
次抨击以色列，并号召拉美国家跟哥伦比亚
团结一致对其进行谴责。10月 15日，以色列
外交部宣布暂停向哥伦比亚出口武器装备作
为回应。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
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国务院近日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该条例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综合立法，重点就规范网络信息
内容、保护个人信息、防治网络沉迷等作出
规定。

在 27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国家网信办、司法部、最高检、教育部
及共青团中央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对条例进
行了解读。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突出问题

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
规模已达 10.79亿，未成年网民规模突破
1.91亿。

“未成年人在通过网络便利和丰富学
习与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违法和不良信
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网络欺
凌等诸多风险。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
的合法权益，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一项重
点任务。”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崧表示，条
例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
关切，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
建设进入新阶段。

司法部立法一局局长张耀明介绍，条
例聚焦突出问题，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发展和网络空间的规律特点，细化未成年
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的
已有制度，提高了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条例规定
了监护人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个人信息

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指导未成年人行使相
关权利等义务；提出个人信息处理者严格
设定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访问权限、开展个
人信息合规审计的要求等。

在防治网络沉迷方面，条例要求提高
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
干预能力，加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安全合
理使用网络的指导；网络服务提供者要合
理限制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数额，防范和抵
制流量至上等不良价值取向；网络游戏服
务提供者要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的游戏规则。

加强对涉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内
容的规范

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为广大青少年
创造了无限可能。然而，网络上的一些违
法和不良信息，也给其健康成长带来严重
影响。

王崧表示，条例设置专章规范网络信
息内容，明确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网络信息，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信息的规范。

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复
制、发布、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未
成年人家国情怀和良好品德，引导未成年
人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等的网络
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
布、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邪教、
迷信、赌博、引诱自残自杀、恐怖主义、分裂
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内容的网络信息。
王崧说，国家网信办将积极协同各有

关方面，深化专项行动工作，集中整治编造
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利用新技术新应用
生成低俗内容等突出问题，持续净化网络
环境；加大网络执法力度，重拳整治危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等。

推进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

条例的一大亮点，是与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刑法等相衔接，明确违反条例规定、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

“我们积极参与司法保护的全过程，综
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
察’职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依法
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治理。”最高检第九
检察厅厅长缐杰说。

据悉，2020年1月到今年9月，检察机
关已起诉成年人涉嫌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1.16万人。最高检还针对通过
网络聊天胁迫女童自拍裸照等问题发布指
导性案例，确立了无身体接触猥亵行为等
同于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目前已累计追
诉犯罪 3000余人。针对通过网络侵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等现象，最高检制发了“六
号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推进综合治
理；聚焦网络发展新业态，促推相关部门出
台禁止电竞酒店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工作
规范。

缐杰表示，检察机关将以条例的贯彻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检察司法保护，为未成
年人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

形成社会共治汇聚保护合力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需要汇聚各方合力。

条例将坚持社会共治作为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的重要要求，规定了有关政府部门
和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各方
主体的责任，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
和销售者等的保护义务。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游森表示，教
育部将根据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网络素养教育，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
质教育内容；立足课堂育人主渠道，落实中
小学思政（道德与法治）、信息技术等课程要
求，推动网络素养与相关课程有机融合。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岳
伟说，各级团组织将依托创建“维护青少年
权益岗”的工作品牌，着力保障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大力实施网上共青团工程，推出
高质量的网络文化产品，打造具有鲜明特
色的青少年网络保护工作体系。

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李长喜表
示，条例针对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
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平台，提
出了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影响评估、提
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设置未成年人专区、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制度体系
等特殊义务要求。

“这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压紧压实大
型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守护未成年人健康
发展。”李长喜说。

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四大立法亮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白阳 王思北

除了上厕所不能随意活动？
——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现象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明鸿 赵丹丹 赵叶苹 高晗 赵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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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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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课间校园变得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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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家
长说，孩子的班主任规定，课间除上厕所
外，都要待在座位上。“有学生曾因课间在
教室打闹被惩罚。从那以后，他们下课后
再也不敢跑来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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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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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太压抑孩子的天性了”。

海口市多名小学生家长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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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约束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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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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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副主
任医师尹若峰说，较重的课业负担和日益
减少的身体活动等，是影响中小学生身体
姿态、脊柱健康的重要因素。小课间走出
教室活动四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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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落实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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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微介绍，
长春市外国语实验学校小学部一至六年
级共有学生 1980人，为保障学生课间活
动的安全和秩序，学校派出 6名体育教
师、6名各年级教师和学生干部在走廊、楼
梯、操场进行巡查、值周，大多数学生能做
到秩序井然地上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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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课间活动被约束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 过度约束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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