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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日本执政

党自由民主党12日发布总裁、即党首选

举公告，候选人多达9人，创下纪录。这

场党首选举在自民党去年底曝出“黑金”

丑闻后举行，可能产生日本最年轻首相，

也存在产生首名女首相的可能性。

热门人选

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新党首最热门

人选包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前环境大

臣小泉进次郎、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

大臣高市早苗和现任数字大臣河野太

郎。日本首相由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

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而言由在国

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

任。本次选举后，新任自民党总裁按惯

例将出任新首相。

石破茂现年67岁。这是他第五次竞

选党首。他早年在银行工作，从政38年

来，涉足农业、安全、地方振兴等多个领

域，曾任自民党干事长、政策调查会长，

获称“政策通”。日本广播协会（NHK）电

视台9日发布民调结果，显示28%的民众

支持石破茂出任自民党总裁。在以往党

首选举中，石破茂所获自民党国会议员

的支持一直较少。

小泉进次郎，43岁，出身政治世家，

父亲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同父亲相

似，他打出“改革”旗号，称将改变日本政

坛面貌，解决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问

题。媒体评论指出，小泉进次郎受到年

轻人和女性欢迎，自民党支持者最看好

他。在NHK最新民调中，小泉进次郎的支

持率为23%，排名第二。如果他当选，将

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首相。但媒体指出，他

的最大劣势在于执政经验相对欠缺。

高市早苗，63岁，日本右翼政客代表

人物之一。这是她第二次竞选党首，试

图成为日本首名女首相。作为已故前首

相安倍晋三的门徒，她在安倍执政期间

得到重用。高市早苗主张修改日本和平

宪法，是参拜靖国神社的常客。

河野太郎，61岁，同样出身政治世家，

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之子，曾任外务

大臣、防务大臣。与石破茂相似，他在多

个领域从政经验丰富，在自民党基层获得

的支持更多。上届总裁选举中，河野在普

通党员中的支持率占优，而岸田文雄凭借

自民党籍议员的支持票最终当选。

最新党首选举的其他候选人包括现

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外务大臣上川

阳子、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前经济安

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前内阁官房

长官加藤胜信。

混战局面

按照媒体说法，这次自民党总裁选

举最大特点是党内派系的影响力明显减

弱，罕见地出现混战局面。以往参选人数

最多5人，分别出现在2008年和2012年。

由于党内派系设秘密资金、吃回扣

的丑闻重挫民意支持率，几大派系纷纷

宣告或决定解散，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可

以不遵从派系指示，自行选择支持哪名

候选人。

投票定于27日举行，计票同日进

行。根据选举规则，367名自民党籍国

会议员每人1票，各地地方议员、普通党

员和“党友”、即注册支持者所投票折合

为367票，合计734票，得票过半者当选

总裁。如果第一轮投票无人得票过半，

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即决胜轮。

媒体预测，首轮选举很可能无人票

数过半。谁能在第二轮胜出，取决于能

否获得更多国会议员支持。届时，国会

议员票为367票，基层票为47票，即全国

47个一级行政区每个地区一票。往届选

举中，多次出现凭借更多国会议员支持

而在第二轮逆转的情况。

因此，着眼于第二轮角逐，自民党内

早已暗流涌动，合纵连横。原有派系、各

路大佬、新老势力持续在幕后角力。有日

本媒体分析，无论谁最终胜出，组建新一

届内阁时仍需要招揽主要竞争对手入阁、

安抚其他阵营。

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因无法获得参

选所需20名国会议员推荐，11日宣布放弃

竞选，转而支持小泉进次郎，缘由是后者

对于推行“夫妻不同姓”政策持积极态

度。前首相菅义伟也为小泉站台，被视为

后者的选举操盘手。

共同社报道，“革新”自民党、赢回国

民支持，是所有候选人共同的承诺。这次

党首选举竞选期长达15天，同样创纪录，

也是意在笼络人心。

一些分析师预测，新党首在内政外交

上可能基本延续安倍、岸田以来的路线。

路透社12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日本商界认为新任首相最要紧的经济

工作是应对物价上涨，其次是财政改革。

日本舆论推测，新首相有可能像岸田

2021年上台后那样，解散国会众议院提前

大选。新一届众议院选举可能定在10月

27日。 （胡若愚）

2023年10月，新华社“新华视点”栏

目播发稿件《除了上厕所不能随意活

动？——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

束现象调查》，引发各界对这一现象的广

泛关注和热议。针对这一话题，教育部

明确表示：中小学校要确保学生课间正

常活动。

今秋新学期伊始，“新华视点”记者

采访发现，不少地方已将“课间10分钟”

延长至15分钟，甚至20分钟，孩子们有了

更充裕的时间走出教室。同时，各地学

校还采取各种措施，让孩子玩得开心、家

长放心。

延长课间时长 孩子、教师均叫好

今年以来，多地出台新的课间管理

规定。

今年4月，天津市教委印发新修订的

《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

施》，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

段学校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不少于30分

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除大课间外，确

保小学生15分钟课间活动时间、中学生

10分钟课间活动时间。

8月底，北京市教委明确，自新学期

起，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将对课间安排做出

整体统筹优化，原则上落实15分钟课间时

长，引导学生利用课间走出教室，在室外

进行放松休息、有益社交及适量活动。

在贵州省织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新学期“小课间”也增加了5分钟；内蒙

古准格尔旗教体局发文称，从今年秋季学

期起，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学校原则上落

实“课间一刻钟”；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教

育局发布通知，今年秋季学期起，新吴区

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行课间15分钟。一

些地方甚至将课间延长至20分钟。

“户外运动是解决肥胖、‘小眼镜’、

心理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海南省海口

寰岛实验小学校长金春花说，今年春季

学期，该校开始尝试将课间延长至20分

钟。这项改革很受学生欢迎，学校决定

从秋季学期开始正式实施。

“教室到厕所、操场往往有一段距

离，10分钟时间太短，可能上个厕所或者

刚走到操场，就快没了。不少孩子反映，

要是能多几分钟休息、玩儿就好了。”织

金县教育局局长付国晖说。

海口寰岛实验小学体育组组长齐明

说，课间延长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走

出教室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大脑，

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提高听课效率。

贵州省人民医院眼视光科副主任曹

时燕指出，增加户外活动，可以有效帮助

孩子们缓解眼疲劳，保护视力。

课间延长后，不少老师也纷纷叫好。

北京市第161中学副校长刘裕说，教师有更

裕如的时间喝水、准备教具、转换教室，包

括给学生做个性化辅导、心理疏导。

如何让学生玩得开心？

为确保课间要求落实，北京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区两级将强化监督

检查，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秩序，严禁拖

堂或提前上课，不得随意缩短学生课间

活动时长，不得对学生课间活动设置不

必要的约束，坚决杜绝课间禁止学生出

教室的现象发生。

天津市教委新修订的《提升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施》要求，任课教师

要按时下课、不得拖堂，班主任和任课教

师要督促学生课间走出教室、适当活动。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朱丹介

绍，该校将拖堂和提前上课纳入教学事

故认定范畴，以此来保障学生的课间时

光不被挤占。

此外，一些学校还想方设法给学生

拓展活动空间、增加游戏项目。

新学期，织金县八步街道各学校的

班级公示栏上，多了一张“花样课间学生

信息表”。每天早上，学生可以填写当天

课间想玩的项目，每个项目每班限15个

人。学校会将信息汇总，然后给学生准

备器材。

“我们对学生做问卷调查，了解他们

想要玩哪些项目，然后召集各学校负责

人开会，综合考虑报名学生人数、场地和

器材等因素，来决定具体开设哪些项

目。学生想玩但学校没有器材的项目，

就由学校统一购买器材。”织金县八步街

道教育服务中心主任张习梁说。

记者在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总校区

看到，下课铃响起后，上千名学生涌出教学

楼，到操场上玩耍。他们有的打乒乓球，有

的做游戏，有的奔跑嬉戏，有的在图书角

看书，欢笑声、嬉戏声在校园里回荡。

在北京市第161中学，长廊、绿地、体

育场、树荫下的棋类区，凉亭内的书法区

等，成为学生课余休闲的好去处。该校

体育教师马少波说，学校配备了完善的

体育设施，学生可以参与足球、篮球、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类、投壶等项目。

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充分利用学

校空间，为学生创造活动条件。比如，开

放学校楼顶公共空间，如笼式足球场、体

育馆、图书馆等，为高楼层班级学生课间

活动提供场地；在走廊的开阔空间摆放

棋牌桌、放置书架；将操场划分成不同区

域，设计不同类型的户外活动。

如何让家长放心？

“每次课间，我们都安排约30名老

师，在教学楼的楼道、楼层拐角和操场值

守。学校保安也调动起来了，保障学生

活动安全。”贵阳市环西小学副校长王晓

波说，虽然该校地处城中心，学生活动空

间小，“但不能不让学生下楼活动”。

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学校严格落实班主任跟班制，副班

主任协同教育。各年级根据本年级学生

特点，开发设计本年级安全教育内容，形

成年级课间活动安全规范。此外，还加强

每日值班班干部巡视，制止追跑等不安全

行为，并在重点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

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学校要求各

年级成立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学生代

表组成的“课间秩序管理小分队”，在重

点交叉点位和人员密集区进行提醒和文

明疏导；还通过组织团队小游戏等活动，

来分流学生。

同时，各地学校努力排查整改校园

安全隐患。9月10日，朱丹在校园巡查时

发现，学校足球场旁的下水道盖板有断

裂迹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随即安排相

关人员进行处理。

张习梁介绍，今年春季学期，八步街

道第一小学曾发生过一起意外事件：一

名学生在跑去捡滚下坡的篮球时，跑得

太快，撞到了另一名学生。为避免类似

情况再发生，他们便在篮球场旁增加了

一处拦网，防止篮球滚下坡，解决了相关

安全隐患。

此外，一些学校负责人介绍，为获得

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通过家长会等

形式，给家长介绍了学校的管理规定及

工作思路。

同时，一些学校还鼓励家长购买学

平险。“我们也购买了校方责任险，如果

发生意外事件，学校和家长可以在有保

障的情况下，通过友好沟通，解决可能会

出现的一些矛盾。”朱丹说。

受访对象表示，校园安全事件的责

任边界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贵州省律师

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田

冲表示，学校应做好安全预案，尽可能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家长应充分理解、信

任学校和老师，出现问题积极沟通，依法

理性维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新华视
点”记者郑明鸿、赵旭、赵叶苹）

九人参选规模空前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开锣

多地延长课间时长

如何真正让孩子们放心“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