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4 日，金华市区人民东路青春社区一家

银行网点里，工作人员把满头大汗的环卫工人请

进清凉的室内休息，并递上西瓜和开水，解暑止

渴。从2015年开始，金华启动“户外劳动者清凉

驿站享关爱”公益活动。每到盛夏，市区近千家

沿街单位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

高温下的清凉歇脚点，“清凉”户外劳动者。

胡肖飞 摄

驿站送“清凉”

新闻热线:0571-85310548 13857101115 | 国内统一刊号：CN33-0118 邮发代号：31-25 | 邮箱：zjfzbxw@126.com | 第6782期 今日12版 | 平安浙江网：www.pazjw.gov.cn

数字报：http://zjfzb.zjol.com.cn

2023年7月2023年7月

农历癸卯年五月十八
星期三 55

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 零售价：1.50元 订阅热线：0571-85213260 | 广告发布登记证：浙工商广发B-005号 广告部：15158052030 |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 值班总编：戎蔚玲

特约评论员 缪心毫

近日，在温州瑞安汽车拉力赛上，年

仅 5 岁的赛车手小海浪引起广泛关注。

赞赏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而讨论的焦

点集中在小海浪能否开赛车这个问题

上。就其合法性而言，中国探险协会已经

出具证明：小海浪虽然年纪较小，但已经

是持证选手，且封闭赛场不属于道路交通

安全法中的“道路”，在合法性上并不存在

问题。然而，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视

之，让小海浪参加汽车拉力赛，是否符合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

点”这一要求，却是值得讨论的。

在日益内卷的社会，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家长有着共通性的焦虑。强迫式的拔

苗助长型培养方式，即违背孩子意愿强迫

孩子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这种做法

已经很难被社会普遍认可。相对而言，如

果孩子自己喜欢并愿意的话，对孩子进行

高强度的专业训练，则通常被认为是家长

的明智之举——家长因势利导，对孩子的

兴趣爱好加以引导，为孩子的发展提供了

有利条件。从有关报道看，小海浪父亲在

这一点上值得赞赏和学习：带小海浪玩赛

车模拟器，参加赛车培训，陪同参加赛车比

赛等。在这个过程中，小海浪在赛车水平、

身心发展方面均得到极大提升。

然而，小海浪参加赛车比赛引起争论

的点在于，赛车是项高强度、高风险的比

赛，是否超出小海浪身心所能承受的范

围？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 1984 年

的文件，5 岁的小海浪连儿童都算不上，

只能算幼儿。儿童乐园的游玩项目都会

设置相应的年龄限制，而在竞技体育赛事

中，幼儿的体力是否足以承受比赛的高强

度、心智是否足以处理比赛过程中所发生

的风险，都是值得商榷的，应当进行更为

审慎的科学评估。

诚然，我们不应仅仅以年龄为由阻止

孩子进入竞技体育，适度的专业训练与激

烈的竞争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确实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孩子毕竟只是

孩子，其生理与心理上发育的不成熟客观

上需要我们给予他们更为周全的考量、更

为全面的保护。单就相关报道所提及的，

在小海浪所参加的新疆越野拉力赛、瑞安

汽车拉力赛中，赛程难度及风险均未考虑

到 5 岁孩子的特殊情况，这意味着小海浪

可能面临比其他参赛者更大的、超出其能

力范围的风险。在新疆越野拉力赛中，小

海浪因避震器出现问题而一直承受剧烈

的颠簸，从好的方面讲固然是锻炼了小海

浪的意志，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强度的颠簸

既然连成年人都未必能承受，其对小海浪

身体可能的负面影响不应掉以轻心。对

于类似情况，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到孩子在

身心健康方面的脆弱性。

近年来，竞技体育的事故时有发生，

提醒我们对其隐藏的风险应当抱有更加

警醒的态度。对于孩子而言，竞技体育意

味着更大、更多的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

风险。如果儿童对竞技体育有浓厚的兴

趣爱好，父母确实应当鼓励且引导儿童积

极参加。但我们放手让孩子走出温室，去

经历暴风雨实现成长的背后，均应以保障

孩子的身心安全为前提。

作为父母，在引导孩子参加竞技体育

的训练与比赛时，应该对其风险进行全

面、仔细地评估，不可大意，更不可贪图求

快求早。作为竞技体育赛事的组织方，应

当着力做到两点：一是充分考虑竞技体育

赛事风险与参赛者年龄的相称性，建立参

赛的准入年龄门槛，对于高强度、高风险

的赛事应当禁止低龄孩子参加；二是做好

竞技体育赛事风险的精细化评估，优化赛

事设置，根据低龄孩子的特点调整相应的

赛事难度与风险，设计相对而言难度系数

更低的赛程。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竞技

赛事的年龄限制可上升为行业通行的规

则，甚至法定要求。

时 评

应警惕低龄孩子参加竞技体育赛事的风险

本报记者 陈岚 肖春霞

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巍巍基石，是

百姓民生的福祉所系。

2003年，省委作出的“八八战略”重大

决策中，法治建设被列为优化浙江发展软

环境的重中之重。

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前期准备的基础

上，2006 年 4 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

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法治建设被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20 年春华秋实，之江大地上，一场凝

结睿智、汇聚力量的法治实践接续推进

——

如今的浙江，已经成为审批事项最少、

办事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

获得感最强的省份之一；

如今的浙江，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进治理创新，法治政府建设步履坚实，治理

能力实现重大飞跃；

如今的浙江，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蔚然成风，法治

信仰浸润人心，法治社会新风扑面⋯⋯

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

势。

透过“法治浙江”这扇窗，“法治中国”

的美好画卷跃然眼前。朝着建设法治中国

示范区的目标，浙江一路探索，一路前行，

一路风景。

循迹溯源
一张蓝图绘到底

时间回到新世纪伊始，社会利益关系

的深刻调整和改革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

积累，浙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面对新

形势、新挑战，彼时的浙江给出了掷地有声

的回答。

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

必须从更宽的视野、以更大的力度、在更深

的层次上，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法治

引领和保障浙江改革发展。

2003年，“加强法治建设”被明确列入

“八八战略”重要内容。

2006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主题很明确

——法治。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法治浙

江”建设的思路得到进一步谋划和厘清。

2005 年，习近平亲自主持建设“法治

浙江”重点课题调研，先后深入基层 40 多

个单位和乡村、社区，开展大量调查研究和

前期准备。

浙北余村的老百姓，不会忘记这一年

8 月 15 日的下午。村委会的二楼会议室，

党支部书记鲍新民第一个汇报工作。这也

是他第一次见到习近平。

鲍新民汇报，2003 年起，村里决心花

三年时间关停矿山和水泥厂，出租厂房和

搞农家乐。“卖石头”可以拿现钱，可“卖风

景”看不见摸不着，一些村民一开始也有不

同想法。村两委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提出

转型升级方案。最终，方案经村民代表大

会讨论，通过“民主决策”定了下来。

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评价这是“高明

之举”，还一再叮嘱，村一级的民主建设很

重要，特别是从农村开始的基层民主，步子

可以大一点，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点，这块成熟了，我们可在全省推开。

为进一步充分论证建设“法治浙江”的

整体战略布局，习近平还邀请省内外著名

的法学专家，组成省委建设“法治浙江”专

家咨询委员会，着手起草建设“法治浙江”

决议。

2006年4月26日，省委十一届十次全

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

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一套完整的战

略部署跃然纸上。 （下转3版）

“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特别报道

建设“法治窗口”彰显“中国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