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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自颁布以来，

已经 23 年了， 而自上次修订至今， 也已经过

去了 13 年。” “我建议在条例中增加禁止网络

暴力的内容， 以符合新时代的工作要求。”

……这是一场关于《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

事故处理条例》 意见征询的活动， 话筒轮番传

递间，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近日再

度为修法积极发声。

这样一幅热议的场景， 成为“尚法” 实践

在这所以法治为特色的中学校园里最好的诠

释。

1954 年， 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正式颁布。 同年， 前身为上海市番禺中学的华

政附中在上海正式创立。 今年宪法宣传周期

间， 记者走进这所与《宪法》 同岁的学校， 记

录下宪法精神在这片校园落地生根的故事。 正

值年末， 重访这片校园， 恰逢“菁菁议事庭”

在此节点召开修法征询活动， 聚焦于“中小学

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话题， 华政附中的学生

们利用午休时间热议了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环境的变化， 现

行的条例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能遇到一些新的

挑战和问题呢？” 讨论伊始， 学生事务中心德

育部副部长、 修法社社长杜佳怡同学率先抛出

了问题。 “当今社会很多讯息和事件都是通过

网络传播的， 而网络不应该成为法律的盲区。

因此， 建议在条例中增加禁止网络暴力的内

容， 以符合新时代的工作要求。” 修法活动小

组学生肖雨辰回应道。

“我想对第 19 条第三点误工补助费的规

定提点自己的想法。” 现场， 顾子涵同学建议

将此条款修改为“经双方协商一致， 若监护人

因照顾未成年人而影响工作产生误工费用， 可

按平均工资标准进行处理”。 而对于伤害事故

赔偿金问题， 也有学生提出， 建议删除或修改

关于分期支付的相关规定。

“我们在前期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逐字逐

句研读与学习的基础上， 展开深入的探讨与研

究， 让学生们的观点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华政附中德育处副主任顾一帆告诉记者， 作为

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 此次活

动是基于今年 9 月学校学生事务中心向虹桥街

道人大工委提交 2025 年度立法计划建议项目

后， 着手在立法前端开展的一场修法意见征

询。

“这一年来， 我们参与到了 《国防教育

法》 《科学技术普及法》 等多部法的意见征集

中， 9 月份我们的学生还参与到了长宁区公园

城市规划 （2024-2035） （草案） 的制定过程

中， 其中学生关于希望更加注重公园的生态建

设等 3 条建议被区绿化市容局采纳。” 顾一帆

介绍。

与法同行 70 载， 法治如同一颗种子在这

片土壤上生根发芽。 “而今， ‘尚法’ 教育已

融入进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采访尾声，

华政附中副校长龚海幸说， 在他的初心里， 希

望附中的学子们在“尚法” 特色文化的浸润

下， 能够秉承宪法精神， 厚植爱国情怀， 不断

增强社会责任感， 未来能让法治素养成为他们

成长的生命底色。

华政附中学生参与国家立法，记

者实地探访与宪法同岁的学校

在这里，“我的班规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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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上次见到普陀区信访办副主任廖春燕

还是在盛夏时节的苏州河畔。

那个午后， 一场近 300 人参与的“河道治

理” 大讨论活动在半马苏河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展开。 近日， 记者在回访中了解到， 活动上居

民提出的问题或建议已逐步有了回音。

“你还记得活动上第一个提问的那位男士

吗？ ”回忆起当时的场面，廖春燕向记者打开了

话匣子，“我们住同一个小区， 之前经常看到他

在业主群里反映这个问题， 我们在筹备这场大

讨论的时候也预料到， 肯定会有居民提出关于

河道异味的问题， 所以举办活动前几天我就主

动联系了他，邀请他过来发表一下意见。 ”

“桃浦河泵站放江后水质受到污染， 会有

刺鼻味道， 周边居民不敢开窗。” 这是大讨论

活动中第一个被提出的问题。 在此前的采访

中， 普陀区建管委副主任董锐告诉记者， 由于

夏季气温高， 管道内微生物大量繁殖， 导致水

体含氧量降低形成“臭水” “脏水”， 而解决

这一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初雨调蓄池， 将

放江初期的“臭水” “脏水” 蓄存下来进行进

一步处理， 避免直接放江进入河道。

记者在回访中了解到， 市级有关部门正在

推进苏州河深邃工程（试验段），该工程能够实

现苏州河沿线排水系统的初期雨水调蓄，同时，

普陀区目前已建成西北物流初雨调蓄池， 也正

在推进桃浦新村、岚皋南初雨调蓄池建设。

“就前几周吧， 我们小区业主群里又有业

主说河道有异味了， 这位提问的男士第一时间

在群里发声， 帮助很多居民了解情况。” 廖春

燕告诉记者， “从共治再反过来为自治助力，

这样的效果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这也说明

沟通是有效的， 苏河议事厅就是为群众和政府

部门搭平台， 让群众了解政府的工作， 也让政

府了解群众所需。”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还有苏州河流域能否垂

钓的问题。 “垂钓爱好者们喜欢‘野钓’， 就

是到设置的垂钓点之外的地方钓鱼。 活动结束

之后， 我和区水务局的同志保持联系， 前几天

还发给我一张照片。” 采访中， 廖春燕一边向

记者展示手机中的照片， 一边说， “区水务局

对个别垂钓点位做了试点改造， 按照《苏州河

岸线管理办法》， 现在已经设置了 11 个钓鱼点

指示牌。 同时， 还安装了可升高的围栏， 汛期

水位上涨的时候， 就将围栏升高， 确保市民垂

钓安全。”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2019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

了“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 苏河议事厅大讨论

活动鼓励开放式的意见表达， 不预设、 不彩

排， 居民提问题， 有关部门负责人来解答， 进

一步丰富了人民城市治理的形式， 也拓宽了人

民建议征集的渠道。

“苏河议事厅大讨论活动激发了居民群众

参与人民建议征集的积极性， 今年三场活动反

响都不错， 我们也希望再挖掘一些有讨论价值

的话题，继续请居民群众们来‘吐槽’或者提建

议，明年还要继续办下去。”临别时，一束冬日里

的阳光带来一丝温暖，廖春燕笑着说。

苏河支流为何雨后有异味？ 如何

治理？

重点河道 “一河一策” 大讨论走

进苏河议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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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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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苏州河围栏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意见征询活动于近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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