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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先进典型”

黄文娟的老家在湖北省天门市，爱人是隔壁镇

的。两人都在宁波工作，公公婆婆也过来帮着照顾一

双女儿。“除夕前几天，一家人赶回老家，走亲戚、

吃团圆饭，年年如此。”黄文娟说，不过去年春节，

全家人的行程被疫情打乱了。

“回到天门不久，武汉就封城了，很快湖北就进

入紧急状态。”回忆起一年前居家隔离的日子，黄文

娟说最大的感触是焦虑，“既定的开庭案件要是延

后，势必会影响到后面的工作，就像学生没完成作业

一样，令人焦虑。”

线下不行就转线上，没电脑就找邻居借，没无线

就打开手机热点，没手机支架就用卷筒纸芯做一个

……2020年2月7日早上8：30，黄文娟找出家里一

件旧西装，准时坐在湖北老家的电脑前，开始了疫情

期间自己的第一次线上开庭。

“在湖北居家隔离的50天过得很充实，忙于案子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黄文娟说。经统计，那50天里

她利用移动微法院办案50余件。

不久前，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省高院院

长李占国作省高院工作报告时提到了黄文娟，肯定她

抗疫期间克服困难坚持办案的做法，称赞她为“身边

的先进典型”。“很意外也很开心。”黄文娟不好意思

地说，“法官办案是分内事。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所

有法院人都会和我一样，甚至做得更好。”

格外关注因疫情引发的纠纷

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黄文娟对因疫情引发的纠

纷格外关注。

她经办过一起因疫情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按照合同，双方的租赁关系于2020年3月底结束。但

2020年1月底时，租客通知房东想提前解除租赁关

系，房东同意了，表示租金须计算到实际搬离之日

止。之后碰上疫情，租客实际于3月初腾退完毕，但

租金只支付到2020年1月底，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租客诉至鄞州区法院，认为延期腾退系疫情造

成，2月份的租金不应让他负担。房东则提出反诉，

要求租客承担2月份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等。案

件审理中，黄文娟释明了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政策规

定，建议双方共同承担损失。在她的耐心解释下，最

终原被告达成一致。

“经历过那段居家隔离的日子，人会变得更豁

达。”黄文娟说，这样的心态也有助于在审理案件、

调解纠纷时疏导当事人情绪。前几天，她办理一个案

子，双方在吃饭过程中因为争夺一张凳子打了起来。

“他们都憋了一口气。调解时，我说这样的事跟疫情

比起来，真的不足挂齿。听了这话，双方当事人都不

再争了，很快就握手言和。”

就地过年是为了更好地团圆

“爸，我们今年不能回家看你们了，你会想我

不？”近日，黄文娟拨通了老家父亲的视频电话。“当

然想咯。去年就没安生过个年，今年又不能回来

……”听了父亲的话，黄文娟安慰道，“就地过年也

是为了疫情防控大局，相信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很快

就能见面。”父亲这才笑了。

黄文娟说，她和老公平常忙于工作，今年春节打

算多陪陪孩子。“去年过年虽然和孩子朝夕相处了50

天，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黄文娟说，那段

时间自己每天都准时线上开庭，为专心办案，一到点

她就把孩子赶出房间，“觉得有些对不起孩子”。

今年春节假期，黄文娟已经安排好了。“带孩子

们买了年糕、汤圆、海鲜等宁波特色年货，准备带

他们去看电影、逛街，好好感受下宁波年味。”黄

文娟说，就地过年，是为了更好地团圆，只要大家

团结一致，终将战胜疫情，“到时再回老家看望爸

爸妈妈”。

新华社 颜之宏 冯松龄 余俊杰

因痴迷手机而影响学习，甚至于自毁前途者大有

人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

园。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

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这则消息的发布，意味着教育最高主管部门已

明确表态，要对纠缠多年的家校“手机大战”问题

“动刀”。

“小孩子还没放学，就有家长在群里‘打卡’说

线上作业完成了，这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吗？”说到

学校利用手机布置的线上作业，杨先生就气不打一

处来。

“临近考试，孩子的课业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

家长工作繁忙，老师布置的线上作业一下子变成了家

长的作业。”据杨先生介绍，自己的孩子在福建某中

学毕业班，“明明在学校能够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一

定要回家抛给家长？过去读书没有手机，也没见孩子

和家长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他说。

“不允许在课堂玩手机”“一旦发现就要没

收”……实际上，该正式文件颁布之前，许多中小

学早已对手机进行了管理，但偷玩手机的情况仍屡

禁不止。

“我在讲台上课，讲台下经常有手机铃声响，学

生们哄堂大笑，被发现的学生也十分慌乱。”不少老

师的口述中，记者发现，台上讲课台下响的情况在一

些中小学普遍存在。

也有不少家长把矛头指向了学校。一名要求匿

名的家长说，学校老师要求家长下载某些“作业

类”App，并在App上给孩子布置线上作业，要求

家长监督完成。而完成作业后查看答题分数或排

名，需要充值才能实现。“了解情况还要充钱，是何

道理？”

记者也发现，由于许多家长工作繁忙，无法把作

业内容准时传递给孩子，导致这些家长只好把一部手

机给孩子。北京市一名中学家长抱怨，疫情期间孩子

上网课只能通过手机、平板，而自己工作本来就很

忙，根本没时间监督，只好给孩子手机，导致孩子后

来对手机拿得起放不下，而当自己发现这个问题再去

要手机时就很难，也影响了母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知》要求学校应通过设

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探索使用具

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证或提供其他家长便捷联系学

生的途径等措施，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

“在疫情背景下，手机布置作业在老师看来不仅

方便，还安全，一些手机作业软件还能直接帮老师批

改作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在多种外部因素作用下，手机确实帮老师减了负，提

高了老师的教学效率，但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

却忽略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手机的自控能力和线上

作业完成效率有所差别，一味地借“信息化”来迎合

这种趋势，一定程度加大了学生对手机的依赖，这也

是造成家校矛盾的原因之一。

也有家长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

孩子们的作业完全回归“笔头”也与时代脱轨。“家

长需要做的是关注孩子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尽

量避免孩子用完成作业为借口玩手机。”北京市海淀

区某中学学生家长王女士认为，老师在群里留作业初

衷是为了方便孩子和家长，并不应该成为孩子总拿着

手机玩的借口，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老师和家长

用一些办法帮助孩子加强自控能力。

浙江某中学教师李老师认为，手机应该是拓展家

校联系和学习资源的一种数字化工具，而不应成为学

生或者家长的负担。李老师建议，有关部门在引导学

校和老师使用手机建立家校联系时，不宜设立硬性

考核指标，应将数字化手段视为辅助性工具。老师

在布置作业时应尽可能使用线下作业的方式，最大

限度避免自控力不强的学生以完成线上作业的名义

使用手机。

储朝晖等人建议，对于家校联系、作业布置依赖

手机的情况，有关部门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制

定有区分度的线上作业规划，对于中小学尤其是低年

级的学生不鼓励采取线上方式完成作业，对于高年级

的学生有节制地布置相应线上作业。

去年居家隔离期间黄文娟线上办案 黄文娟同父亲视频通话

“作业手机打卡”“线上布置任务”

家校良性互动岂能依赖手机？

去年在鄂居家隔离50天办了50多件案子

“身边的典型”今年要体验宁波年味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邵珊珊

“去年是回不来，今年是回不去……不过，在第二故乡过年也不错。”宁波市鄞州区法院法官黄文娟笑着

说。这几天，她在忙碌工作的间隙，和家人一起置办了不少年货。

为响应“就地过年”号召，黄文娟和家人商量后，决定今年留在宁波，“来这么久了还没感受过当地的年

味，今年要好好体验下甬派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