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两
高”报告再次让人心潮澎湃。“‘法不能向不
法让步’不是口号，‘第二十条’已被唤醒，还
要持续落到实处。”“第二十条”指的是刑法
第二十条中关于正当防卫的相关条款。从
“唤醒”到“落到实处”，还有多远？

让最高院“点名”的第二十条，和当下一
部热映电影《第二十条》有关。在参考真实
案例的基础上，电影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强
烈反响，因为它真真切切发生在老百姓身
边，反映出老百姓纠结已久的道德法律困
境。
《论语 ·为政》中说道，“见义不为，无勇

也。”遇老人摔倒“扶不扶”，有人吵架“劝不
劝”，碰到坏人行凶逃逸“追不追”，有人落水
“救不救”……危急关头，原本“该出手时就
出手”的见义勇为，因为彭宇案等个别案例，
让许多人处于良心和顾虑的矛盾心态。
刑法第二十条曾被称为“沉睡条款”，因

为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正当防卫如何界
定、谁来举证等存在争议。一些办案人员习
惯性机械化地套用法条，或者站在“上帝视
角”对当事人的行为过度苛责，看似“严谨”
的判决却让法律成了冰冷的逻辑。

培根说，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比多个不合
法的行为危害更大。不合法的行为只是弄
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污染了水源。令
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昆山反杀案、赵宇
见义勇为案、河北涞源反杀案、浙江盛春平
案等一批社会高度关注的正当防卫案件妥
善解决，刑法第二十条不但被唤醒，还有了
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昨天“两高”报告的
数字显示，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对77

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同时，“两
高”报告还引用“快餐店老板与持刀歹徒对
砍致其死亡不构成犯罪”等两起案件，再次
掷地有声地表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
决心。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要打破“和稀泥”的

观念。为了追求“案结事了”，个别司法机关
曾存在“谁能闹谁有理”“谁狠谁有理”“谁受
伤谁有理”等“和稀泥”想法。看似解决了眼
下的燃眉之急，却将案件办成了“葫芦案”，
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更阻碍了老百姓人心
向善的善行善举。

2020年全国两会上，“两高”报告明确提
出，“坚决跟‘和稀泥’说不”。2021年1月1

日实施的《民法典》中，更是明确规定见义勇
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还赋予见义勇为
行为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损害补偿请求权，
用法律为见义勇为者“撑腰”。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有了良法，还需保
障其落地的制度。在第二十条中，不但有关
于正当防卫的定义，还有其界定范围等。但
在现实中，往往事发紧急，不少当事人事后
难以获得有效的证据。电影《第二十条》中，
郝秀萍通过“一跳了之”震惊了众人、唤醒了
良知，最终司法机关和群众合力找出了关键
证据，让丈夫免于刑罚。在现实生活中，拿
什么自证清白？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3

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有
的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还有的则采用折
中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
翔认为，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对民众的授权，
鼓励民众向不法侵害作斗争，法无须向不法
让步，绝不能对防卫人过于苛求，寒了见义
勇为者的心。定罪量刑，绝不能破坏民众有
关健全法感的朴素思维。
“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

生。”电影里女检察官吕玲玲的话说出了不
少法律工作者的心声。正当防卫问题之所
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正是反映出了人民群
众对公平公正司法的更高需求。
“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相信在

77名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之后，还有更多惩恶
扬善的案件，将把公正的判决书写在老百姓
的心坎上，彰显司法有是非、有力量、有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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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犹未尽
整整一下午，分组审议结

束了。

走出会场，讨论还在继续。

你看，梅兵代表（左）、印杰代表

（中）、黄勇平代表边走边说，意

犹未尽。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两会快评

昨天，“充一次电跑    公里”上了微

博热搜。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场“代表

通道”上，从事电池领域研究工作已有  多

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陈军透露，未来一到两年，他和

他的团队要突破   瓦时每公斤的固态电

池研发，充一次电，电动汽车就可以跑    

公里以上。

这是一个在全球都具有引领性的技术

变革，令人激动也让人自豪。这也让人产生

另一重期待：在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飞速发

展的同时，能否也通过技术攻关，提高电动

自行车电池的安全性能？

对于老百姓来说，电动自行车绝不仅是代

步工具，很多时候也是谋生工具。在上海，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过千万，实际使用超过   万

辆。在全国，这个数字更是超过 .5亿。

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    年全国

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 万起，相比    

年上升  . %。为了遏制灾害频发，全国各

地均出台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入

户”，但总有铤而走险者。

 月  日至 月 日，短短一周时间，某

地就接连发生 起与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

相关的火灾， 名车主均被处以行政拘留。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治理的艰巨性。

电动自行车火灾  %以上是充电时引

发，说明电池质量是问题根源。但令人困惑

的是，每次发生电动车充电火灾，当事人成

为众矢之的，电池的问题、厂家的责任却很

少有人提及。这次两会上，包括董明珠在内

的不少代表委员都呼吁尽快出台电动自行

车电池强制国标，提高其安全性能。可谓切

中肯綮。

现实中，无论更小的手机电池，或者更

大的新能源车电池，引发火灾事故的频率都

远低于电动自行车。当一种产品成为灾害

频发的源头时，理应倒逼整个行业的变革。

要狠抓电池质量的品控，让问题频出的企业

无法生存，同时严厉打击一切非法改装电池

的行为。

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通过科研攻关，从

根本上提高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安全性和使用

寿命，让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再成为夺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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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亿件”的喜与忧
沈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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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背后的期待
潘高峰

昨天第二场部长通道传出信息，我国目

前每天全社会的货物运输量超过 .5亿吨，

每天有 . 亿件的快件被揽收。我听到这个

数字，又喜又忧。

喜的自然是每天 . 亿个包裹背后的经

济活力。有交易，有消费，有物流，血脉丰沛

畅通，社会就有了活力，有了生长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我想到的是，每天 . 亿个

包裹，一年就是    亿个，这得产生多少包

装垃圾？倒不是我戴着有色眼镜看事物，在

城市里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但如果走进农

村，走到海边，你会真切感受到白色污染已

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问题。

所以我对农产品、土特产网络交易有

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大山里乡亲们

的产品有了销路，现采的菌子，刚做的辣

椒酱，用一个泡沫箱子加两个冰袋，两三

天就能从大凉山寄到大上海。而另一方

面，通过电商、直播平台产生的巨量买卖，

也产生了天量的快递包装垃圾。这些小

买卖所用的包装材料，基本都是劣质的、

不可回收的。

除了每天数以亿件的快递之外，另一个

每年数以百亿计的“包装大户”就是外卖。

    年的数据：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  亿，市场规模达 . 万亿元。这背后产

生的包装污染可能比快递更严重。

这些问题也带到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国务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加强土壤

污染源头防控，强化固体废物、新污染物、塑

料污染治理。全国人大代表钟波提出，要完

善我国关于绿色外卖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外

卖包装进行约束与升级，强化消费者的环境

责任感。

我想这个建议对快递包裹的买卖双方

也是适用的。

我期待的不是减少快递数量，而是希望

通过立法和规范，推动所有生产厂家、平台、

商户，都用上标准化、更环保的包装材料。

从长远来说，这是利国利民利子孙的大事。

对于外卖，我倒有不同的想法。希望更

多的年轻人、小家庭走出门去，去菜场、去饭

店。无论对个人健康，还是对环保、对实体

经济都是更好的选择。当然，我也希望外卖

小哥们，能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

市委副主委李国华高度关注

学生“课间十分钟”问题。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建议教育

部门切实拿出方案，确保学生

课间自由活动权的落实，将课

间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教育督

导范畴。

课间十分钟是校园重要的

社交时间。然而在一些学校，

学生在课间不能去操场、不能

上下楼、不能出教室，甚至无法

离开所在的过道，只能躲进厕

所聊天、分享零食等。李国华

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的这个问

题，许多家长都有同感。在一

些学校，每当课间一到，厕所便

会拥挤不堪，即便不需要上厕

所的学生，也为了活动而纷纷

涌向厕所。

学生选择在厕所里交流的

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学校担心

学生在课间活动时发生安全

事故，对课间活动的管理日

趋僵化，规定学生课间除上

厕所外不得离开教室；有的

老师经常拖堂，孩子课间除

了上厕所，几乎没有时间走出

教室……当然，也有的孩子被

家长要求，课间除了上厕所，

不能去户外活动，要抓紧一切

时间写作业。

学习需要劳逸结合。学生

在课间除了上厕所，不能离开

教室，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

康。“课间十分钟”并不是可有可无，与其让

孩子们在厕所里交流，不如在操场上进行，

这不仅需要教育部门出台相关管理措施，

也需要家校之间的相互理解、通力配合，不

仅保证孩子活动的时间，也让孩子学会自

我防护，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适当延长课

间活动时间。

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你来我往的社

交活动，欢声笑语的“课间十分钟”，应该成

为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会成为孩子

们长大后的美好回忆。

彰显司法力量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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