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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信

经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2021）黔

0115 民初 1449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任宇航需

对周紫清女士进行公开道歉。 因任宇航未在法

定期限内履行道歉行为，经贵阳市观山湖区人

民法院决定， 以代履行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

道歉内容如下：

致周紫清同志的道歉信———我叫任宇航，

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未经周紫清同志同意在本

人加入的“富婆俱乐部” 微信群内公开周紫清

同志的照片， 侵害了周紫清同志的肖像权，在

此向周紫清同志深表歉意，并公开向周紫清同

志赔礼道歉。

道歉人：任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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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空间魔

术师”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王

巍介绍，从 2019 年开始，深圳市各

中小学积极探索实践课间微运动，

以多元化的课间活动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

事实上， 人多地少的深圳福

田，中小学校往往非常袖珍，运动

空间的安排和设施的设置捉襟见

肘。

新沙小学是一家成立于 1908

年的百年老校， 经历过多次复建，

2021年在原址进行了彻底的重建。

新沙小学校长陈志华介绍，重

建后，新沙小学的总建筑面积约为

37000平方米， 其中运动场地的面

积就占了近 15000 平方米，占比超

过 40%。

在城市中心楼房包围的校园

中， 能够做出这么大的运动场地，

可谓是“空间魔术师” 。

陈志华说， 学校为学生提供

“乐园式” 的运动场所，每个区域

指定项目，孩子们无需下楼，走出

教室就可以马上开展活动。

在新沙小学，教室外的柱子上

都安装了 AI 互动锻炼屏， 成为最

受小学生们欢迎的运动设施，孩子

们跟随着屏幕指令完成深蹲、开合

跳，通过人脸识别获得积分，教室

外的露台和连廊也成了孩子们的

运动空间，跳绳、丢手绢、扔沙包，

玩得不亦乐乎……

“形式丰富、安全有序，让我大

开眼界。 ” 参与此次活动的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

所所长吴键评价。

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李妮娜

也感叹：“看到这样的运动设施和

氛围，我都想再上一次小学了。 ”

“课间 10 分钟”

为什么重要？

最近一段时间，“课间 10 分

钟” 成为了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

“课间圈养”“中小学生连上厕所

的时间都快没了”等话题频频冲上

热搜，“课间 10 分钟” 对学生的身

心健康到底有多重要？“课间 10分

钟”如何保质保量？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

研究员黄镇敏认为， 久坐少动、体

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导致中小学

生的近视率、 肥胖率居高不下，慢

性病、 抑郁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目

前仅仅靠体育课是不够的，“课间

10 分钟” 的运动时间对孩子们的

身心健康十分关键。

黄镇敏介绍，最新的国际研究

发现， 运动只要持续 3 分钟以上，

特别是 3 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

运动， 就会对健康产生积极的效

果，不可因为时间短，就忽视珍贵

的“课间 10分钟” 。

吴键表示，中小学的“课间 10

分钟” 受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

护。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 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学校

应当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

织开展文化娱乐等课外活动” 。

如何保证 “课间

10分钟” 效果？

谁来守护中小学生的 “课间

10分钟” ？

“阻碍课间活动的根本原因不

是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问题，而是学

校制度设计问题，是时间、空间有

限问题，是责任担当问题。 ” 吴键

说。

目前，不少中小学的场地空间

有限，特别是在大城市，不少学校

面临保证学生安全和开展体育活

动的两难境地。

新 沙 小 学 的 做 法 值 得 关

注———2021年，该学校在改造或翻

新时，将课间活动的需求纳入整体

设计方案，从空中俯瞰，这所小学

像一个 S 形的盒子，主体建筑的外

围被运动场地所包围。 运动场地并

非集中在一楼的操场，而是较为均

匀地分布在学校的各个楼层，特别

是大大加宽了楼梯和楼道，增加了

课堂外就近公共活动空间，在这些

空间使用防滑材料并铺上软胶垫，

尽最大努力减少学生们在运动中

受伤的可能性， 减少 “课间 10 分

钟” 的时间损耗。

此外，新沙小学还制定了精细

化的制度，保障“课间 10 分钟” 的

运动效果。 新沙小学教研主任王

亚琼介绍，学校为“课间 10 分钟”

建立了专门的组织体系和游戏

库，并对器材配置、区域划分、班

级管理和后勤协助等方面建立规

章制度， 确保孩子们的课间活动

安全有序。

当然， 除了空间和制度的保

证，校园体育活动的风险保障机制

仍需健全。 也有业内专家建议，要

进一步健全学校运动的意外伤害

保险等制度。

而“课间 10 分钟” 的理念也

需要得到包括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在内整个社会的认同和理解———

我们在校园里听到的，应当是琅琅

书声与欢声笑语的交响。

据新华社

谁来守护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

“让我试试！”“该我了，该我了！” ———下课铃声仿佛触发了

开关，孩子们冲出教室，嬉戏声在校园里回荡，尽情享受着“课间

10 分钟”的运动快乐。

日前，一场“课间微运动” 全国现场展示暨研讨活动在深圳

市福田区新沙小学举行。 校园内，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业内专家到场观摩， 一场关于 “课间 10 分

钟”的深入讨论，也随之展开。

新华社北京 12月 4日电 近半个月以

来，已有包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

行、农业银行、浙商银行、广发银行、邮储银

行在内的至少七家银行与房企召开座谈

会，听取企业诉求，提出具体举措，明确满

足其合理融资需求。 也有银行近期与部分

房企达成银企合作协议和融资意向。 业内

人士表示，此举释放出金融支持房地产行

业健康平稳发展的积极信号。

从已披露的参会房企名单来看，绝大

多数为民营房企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如龙

湖集团、万科集团、新城控股、滨江集团、

美的置业、大华集团、绿城中国等房企被

邀请参加了多个座谈会。

根据座谈会内容，提出多项切实举措

保持融资渠道稳定是共同点。

例如，工商银行称，对非国有房企，从

优化信贷政策、加快审批放款、明确尽职

免责等方面入手，建立完善“敢贷、愿贷、

能贷、会贷” 的长效机制；交通银行指出，

将以“三专” 和“两重” 的“3+2” 机制做

好对公领域房企金融支持服务， 其中，

“三专” 包括建立工作专班、创设专属审

批通道、 实施资产负债表改善专项计划；

广发银行提出，采取加大公私联动、保银

协同力度，分层分类制定差异化、个性化

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等举措，持续提升对

房企的服务质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城中村

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

“三大工程” 也成为银行支持房地产行业

的重点。

如交通银行指出，将一视同仁支持不

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融资和“三大工程”

作为两大重点。 建设银行提出，“赋能房

地产企业积极投身保障性住房等 ‘三大

工程’ 建设，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发展。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任涛表示，“三大工程” 建设对中长期低

成本资金有较大需求，政策性、开发性银

行应在“三大工程” 建设过程中发挥“头

雁作用” 。 而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特征相对

明显，应坚持在保本微利的基础上，加大

对“三大工程” 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中

长期贷款占比，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一

起形成支持“三大工程” 建设的中长期资

金体系，撬动社会资本进入。

自 2022 年年底“金融 16 条” 发布以

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持续增加对房企的

信贷投放，多个银行也密集与优质房地产

企业达成银企合作协议。此次银企又一轮

密集对接，被分析人士视为金融机构加快

落实金融管理部门此前 “一视同仁满足

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的会议精神，也意味着未来金融机构的支

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预计，

今年底、明年初银行将有效增加对民营房

企的信贷投放，继三季度末房企开发贷余

额同比增速比上年末高 0.3 个百分点之

后，四季度该指标有望持续改善。 这将有

力支持“保交楼” ，更重要的是会缓解年

末房企流动性压力， 起到稳定社会预期、

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

满足合理融资需求

金融支持房地产力度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