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手机入校

数十名学生被劝退

据东方今报消息 新学期来了，

郑州市的孙女士犯了愁：她在荥阳二

高上高三的儿子政政，因为课堂上看

手机短信被开除了。

荥阳二高高三 8 月 1 日就开学

了，所有学生入校后均被告知：如果

私自将手机带入校园， 将被劝退。 8

月 17日上午上英语课时， 政政发现

手机里有条未读短信， 就打开看了

看，不料被班主任逮个正着，当时就

通知家长来领人。 孙女士赶到学校

后，说尽好话也无济于事。

政政的班主任说：“以前学校风

气不好，不让学生带手机入校是治理

这种不良校风的必要措施。 ”荥阳二

高的车校长表示， 他的本意在于震

慑， 只是想以此让更多学生得到警

示，从而迅速端正学风。 而被劝退的

学生只要悔改，也会安排重新入校。

该校教导处司主任出具的一份

高三年级被劝退学生名单显示，该校

高三年级因玩手机被劝退的学生有

16名，可其中没有政政的名字。 司主

任说：“可能有的学生没有统计上。 ”

教育专家称， 此举违反《教育

法》， 学校应通过正确引导的方法解

决学生用手机影响学习这个问题，不

能简单粗暴地开除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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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校教育类课程试行“双导师制”

中小学教师也可给大学生上课

据大河报消息 以后，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也可担任高校师范生的“导师”了。 9 月 10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推进教师教育职

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 我省将引导高等

学校教育类课程试行“双导师制”。

“双导师制”主要指大学教师与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共同指导和培养师范生的机制，

也指大学教师与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共同指

导和培养中小学学生和幼儿的机制，蕴含了 3

种“双导师”制度：对高等院校在校师范专业

大学生，授课教师既有大学教师，也有来自基

层的中小学教师； 对进行教育实习的高年级

师范生，既有来自高校的跟踪指导教师，也有

来自实习中小学校的辅导教师；对中小学生，

既有来自本校的专任教师， 也有来自高等院

校教育类课程教师进行授课， 高校教师与中

小学教师合作开展教研教改。“双导师制”的

实行， 将有力推进教师教育职前培养与职后

培训一体化建设。

从今年 9月到 2013年 6月， 我省将进行

“双导师制”试点，计划安排 100名高校教育类

课程教师和 100名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实施。

各高等院校原则上安排不少于 20%的教育类

课程教师作为指导教师， 必须随师范生到中

小学、幼儿园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 学科教学

论教师与教育类课程教师， 在实习基地跟踪

指导的时间每学期不少于 5 周（8 0 学时）。 同

时， 高等院校原则上聘请不少于本校教育类

课程教师 20%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为高年

级师范生授课。

为让孩子常回家

空巢老人状告儿女

除了经济上的给予

子女更应对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

据大河报消息 没有嘘寒问暖， 没有儿

孙绕膝……守在空荡荡的家里， 退休后的李

大妈和老伴儿内心充满了孤独。最终，无法忍

受寂寞的老人将 3个儿女告上法庭， 请求法

院判令子女们每周末回家和父母团聚。

老人希望儿女常回家

李大妈和老伴儿均是退休干部， 经济上

没什么压力。李大妈说，他们有两女一男 3个

孩子，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 但自从他们

老两口退休后，生活就开始变得松散了，而子

女们工作太忙， 平时很少有时间带孩子一起

回家，“我们真的很孤独。 ”李大妈说。

其实老人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想让子女

常回家看看，但跟孩子们沟通几次并未如愿。

于是，两个老人一纸诉状将儿女告到法院，要

求法院判令 3个子女每逢周末回家。

孩子感受到爹娘的寂寞

接到老人的诉状后， 宝丰县人民法院很

慎重。“常回家看看”虽没有写进法律，可中国

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敬老、爱老”道德观

念，早已被人们接受。

宝丰县法院决定先从调解入手， 经过不

断沟通，老人的子女意识到，他们在经济上对

老人的关怀是足够了， 但忽略了老人们的精

神需求。 调解过程中，3个子女亲热地叫着爸

爸、 妈妈， 承诺以后会多抽时间回家看望二

老。孩子们的表现让两位老人挺开心，表示撤

回诉状。

应对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

“近年来，老人们对物质赡养的要求一般

不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即可，但对‘儿孙绕

膝’的向往很强烈。”采访中，调解法官深有感

触地说，在这类案子中，有不少老人都明确提

出了精神赡养的请求。 有些法院审理精神赡

养案时，以“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慰藉义务应

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为由，

驳回诉讼请求；有些法院则支持诉讼请求，争

议的焦点就在于“精神赡养”究竟是道德义务

还是法律责任， 建议将精神赡养纳入我国现

行法律范畴，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

为法律义务。

“小三儿”上了自家车？ 原来是辆套牌车！

报警一查，这辆车还是涉案盗抢车辆

据大河报消息 西峡县的李女士在一家

宾馆前看到“自家轿车” 上坐着一名年轻女

人，以为老公有外遇的她怒火中烧，遂拦截询

问， 结果却发现这是一辆和自家汽车一模一

样的套牌车。 报警后经警方一查，这竟然还是

一辆涉案盗抢车辆。 9月 10日，这辆车被浙江

义乌警方带走调查处理。

抓“小三儿”抓出一辆套牌车

8 月 16 日晚， 西峡县李女士外出办事时

在一家宾馆门前发现一辆牌号为豫 R5E××

7的灰色现代轿车。

“这不是我家的车吗？ ”李女士以为是丈

夫开车来这里办事，便准备上前打招呼，谁知

车内坐的竟是一个年轻女性。 以为丈夫在外

边包养情人的李女士怒火中烧， 就打电话责

问丈夫，谁知丈夫一头雾水地告诉她，他现在

在家里，车也在家里。

得到丈夫回答的李女士还是不放心，这

时那个年轻女性开车走了，李女

士拦下一辆出租车在后追赶，最

后拦下那辆现代轿车。 李女士上

前问驾车女青年：“你的车牌号

怎么跟我家的一模一样？ ”这句

话让驾车女青年无话可说。

经过观察， 李女士发现这辆

车确实不是自家的， 但车牌号和

自家的车一模一样。 李女士遂拨打 110报警。

不光套牌，还是涉案盗抢车

接到报警， 西峡县公安交警大队值勤交

警迅速赶到现场， 并将涉嫌套牌的现代轿车

扣押调查。 这时，李女士的丈夫也将自家的现

代轿车开到交警大队配合调查。

驾车女青年刘某交代她是借开朋友韦某

的车。

交警当即上网比对，发现该车是浙江义乌

警方查处的一起诈骗案中的涉案盗抢车辆。

9 月 5 日，浙江义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

出工作组赶到西峡县交警大队。 在西峡交警

的配合下，经过调查发现，该车被多次转手倒

卖到西峡县，最后卖到现在的韦某手中。 而韦

某在网上看到一个制牌广告， 便联系制作了

一副假号牌，没想到撞上了“正主”。

9 月 10 日下午， 浙江义乌警方将这辆涉

案车依法转扣浙江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