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关于保障学生在博物馆学习的
效果，意见进行了哪些安排？

答：好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博
物馆的学习，不应同课堂教学割裂开
来。我们认为，博物馆教育服务应当贯
穿中小学教育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
全过程。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动力，课前服务
要注重创新。要以促进学生学习为中

心，增强博物馆学习的趣味性、互动性
和体验性。要制作博物馆手册、导览
图、辅助读物、口袋书、动漫等，引导学
生利用博物馆资源创造性开展活动、辅
助学习，不断探索完备博物馆学习模
式，增强博物馆学习效果。

其次，课中服务注重融合。中小学
语文、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美术、科学、
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

活动，要有机融入博物馆教育内容。
最后，课后服务要注重常态。各地

教育部门和中小学要将博物馆青少年
教育纳入课后服务内容，鼓励小学在下
午 3 点半课后时间开设校内博物馆系
列课程，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专题教育
活动。各地文物部门和博物馆要加强
馆内教育项目和“博物馆进校园”项目
的设计研发和组织实施，有效衔接学校
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需求。

（施雨岑）
据新华社

实践中，“碰瓷”犯罪日
益呈现团伙化和集团化的特
点，甚至在一定地区形成黑
恶势力，其社会危害更为严
重，影响更为恶劣。《指导意
见》对“碰瓷”案件中共同犯
罪、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
从严从重惩处予以明确，规
定对于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
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
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
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对于‘碰瓷’犯罪集团
中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多
次‘ 碰 瓷 ’特 别 是 屡 教 不 改

者，以及后果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要作为打击重
点依法严惩。”最高法研究室
副主任周加海说。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劳东燕也表示，对于犯
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黑恶势
力犯罪分子，对于构成累犯和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分
子 ，依 法 从 严 惩 处 ，绝 不 姑
息。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各
类“碰瓷”犯罪案件中，要坚持
依法惩治与认罪认罚从宽相
结合，做到罚当其罪。（张璁）

据《人民日报》

让“课堂”与“殿堂”紧密携手
——教育部、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标准——

再“碰瓷”，必严惩！

博物馆，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作为博物馆大国，我国已备案博物馆5500余家。如何将丰富的博物馆资源有效转化为中小学教育教学资

源，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与文化瑰宝面对面，聆听古老民族的伟大传奇、感知荡气回肠的文明进步？
《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近日印发。围绕这份意见的亮点

和特色，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问：这份意见的制定思路
是什么？

答：近年来，我国高度重
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中
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开展学习，
促进博物馆资源与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取得
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要
看到，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尚有
待进一步健全，博物馆教育资
源供给和中小学校教育教学
需求之间的有机融合还有待
进一步增强，博物馆教育功能
发挥的途径和方式还有待进

一步拓展和创新。
针对这些问题，这份意见

特别强调推动博物馆教育资
源与学校教育需求的有机衔
接，更加明确教育部门和中小
学校、文物部门与博物馆各自
在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
学教育教学中的责任分工和
具体要求，更加突出博物馆教
育课程开发与教育目标、教学
内容的互补和有机融合。同
时，我们将在长效机制建设上
发力，以一系列实招、硬招强
调品牌建设、引领示范、考核
评价。

问：博物馆是非常特殊的学习场
所，不同地区、不同学段的学生情况千
差万别。要让课堂和博物馆的教学有
效衔接，这份意见在资源建设方面有哪
些考虑？

答：在资源建设方面，我们强调均
衡化、针对性和广覆盖缺一不可。

针对均衡化，我们提出要设计适合
进校园、下基层的流动展览和教育项
目，利用青少年之家、乡村少年宫等，经
常性组织开展参与面广、实践性强的博
物馆展示教育活动，推动博物馆资源相
对薄弱的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中小学生
有效利用博物馆学习。

关于针对性，我们要求要推进馆校

合作共建，及时了解学校和学生教育需
求，建立学生活动体验、学习效果评估、
服务满意度评价等跟踪反馈机制。要
结合中小学生认知规律和学校教育教
学需要，充分挖掘博物馆资源，研究开
发自然类、历史类、科技类等系列活动
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
明确不同类型课程的教学目标、体验内
容、学习方式及评价办法。博物馆研学
活动要注重分龄设计，并针对不同学习

阶段提出具体要求。
在广覆盖方面，我们强调各地教育

和文物部门要加强协作，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建立本区域网上博物馆资源平台
和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资源库，促进与中
小学网络教育资源对接，扩大博物馆教
育资源的覆盖面。要开发一批立德启
智、特色鲜明的博物馆研学精品线路和
课程，构建博物馆研学资源网络，发挥
实践育人作用。

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与

学校教育需求的有机衔接
资源建设均衡化、针对性、

广覆盖缺一不可

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

近年来，一些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
物。这种“碰瓷”现象既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社会秩序。

10月14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有关情况。《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惩治“碰瓷”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公检法部门间的分工配合以及定罪量刑等问
题，体现了公检法机关对“碰瓷”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惩治、绝不姑息的决心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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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首次对“碰瓷”作出明确界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
“近年来，‘碰瓷’违法犯罪案件频

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部法制
局副局长李文胜举例说，某地办理的一
起“碰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林某等多
人共同谋划，故意与被害人发生碰撞，假
装倒地并将事先准备好的动物血挤在耳
朵里假装受伤流血，骗取对方赔偿金。
犯罪嫌疑人薛某等 10 余人事先在饭店
周围物色酒驾目标车辆，再故意驾车与
之发生剐蹭交通事故，以告发酒驾为由
迫使目标车辆司机选择赔钱私了。

据介绍，“碰瓷”是群众对这一类欺

骗敲诈行为约定俗成的用语，以往由于
没有明确定义，造成法律界限不明确。
为此，《指导意见》中对“碰瓷”进行了定
义：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
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
法索取财物的行为。《指导意见》首次对

“碰瓷”行为作出了明确界定，为司法实
践提供了指引。

李文胜表示，《指导意见》对实施“碰
瓷”构成的犯罪进行了梳理，分类予以明
确。常见情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诈
骗类。即制造假象，采取欺骗、蒙蔽手段

诱使被害人上当，从而获取财物的情形，
其突出特点是“骗”，主要涉及诈骗罪、保
险诈骗罪、虚假诉讼罪。另一类是敲诈
勒索类。即不仅制造假象，而且对被害
人或其近亲属实施轻微暴力、软暴力或
者以揭露其违法违规行为、隐私、扬言侵
害相要挟，从而获取财物，其突出特点是

“敲诈”，主要涉及敲诈勒索罪。
另外，《指导意见》还规定，对实施

“碰瓷”，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以
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实践中，‘碰瓷’手法多样，涉及刑
法中的多个罪名，在一些案件的定性处
理上，各地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容易造成
分歧。”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指出，

《指导意见》区分具体情形，进一步明确
案件的定性和处罚，突出操作性，统一了
司法标准和尺度，理顺了案件办理流程，
有利于公检法机关衔接配合，准确适用
法律，规范案件办理，确保快速处理案

件，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与此同时，“碰瓷”违法犯罪活动，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一些群众容
易受其蒙蔽或胁迫而遭受经济损失。为
此，《指导意见》向社会公众揭露“碰瓷”
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和方式，引导人民
群众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
此类情况，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避免上当受骗。

孙茂利表示，为贯彻落实好《指导意
见》，公安机关将进一步规范接处警工
作。公安机关接到此类案件的报案、控
告、举报后，应当立即指派民警赶到现
场，及时制止违法犯罪，妥善保护案发现
场，控制行为人。

此外，对存在“碰瓷”嫌疑的案件，公
安机关要加强调查取证，及时查清案件
事实真相。

进一步规范接处警工作，民警接到群众举报应立即赶到现场

从严从重惩处共同犯罪，重点

打击“碰瓷”背后的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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