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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司法赔偿请求时效司法解释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齐

琪）最高人民法院24日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适用请求
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充分保障
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统一请求时效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该解释自2023年
6月1日起施行。

据介绍，该司法解释共十三个条
文，主要内容包括刑事赔偿请求时效起
算规则、非刑事司法赔偿请求时效起算
规则、请求时效特殊期间扣除规则等。
上述条款立足司法赔偿实际，充分考虑
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时是否存在事实
障碍和法律障碍，合理确定请求时效起

算日，并明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
国家赔偿案件不得主动适用请求时效，
解决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法律适用难点
问题，切实把“公正与效率”落到实处。

“关于司法赔偿请求时效在性质上
是实体上的诉讼时效还是程序上的起诉
期限，此前存在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经过
深入调研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对此问
题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司法赔偿请求时
效在性质上是诉讼时效，请求时效期间
届满后赔偿请求人的权利不受法律保
护，但赔偿请求人的权利并不消灭。据
此，该司法解释规定“请求时效期间届

满，赔偿义务机关同意赔偿或者予以赔
偿后，又以请求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提出
抗辩或者要求赔偿请求人返还赔偿金
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在明确请求时效在性质上是诉讼
时效的基础上，司法解释规定了赔偿义
务机关具有请求时效抗辩权，即“请求
时效期间届满的，赔偿义务机关可以提
出不予赔偿的抗辩”。但是，如果赔偿
义务机关在请求时效届满后，表示同意
赔偿或者已经赔偿，之后又以请求时效
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或者要求赔偿
请求人返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不予支持。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董博婷 黄玥）记者
从近日召开的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获
悉，共青团中央将深化实施“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
动”，抓好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帮扶，尤其是精
准帮扶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就业。同时，统筹抓
好实习实践、持续抓好大学生就业观择业观奋斗观引
导等工作。

据悉，自2023年“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启
动以来，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就业帮扶计划、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创业帮扶计划、大学生就
业引航计划、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和大学生社区实
践计划等稳步推进。

截至5月22日，全团共募集到包括青联委员、青企
协会员在内的5.2万家企业提供的89.7万个岗位，3.6
万名团干部与2023届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和
2022届离校未就业学生一对一结对，已成功帮助其中
3.5万名学生找到工作。

共青团开展2023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帮扶

给孩子以心灵滋养，社会需共筑“防线”
——多地开展校园心理健康“必修课”扫描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教育部等
十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
计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要求中小学校要结合相关课
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在一些地方
的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已成为“必修
课”，学生们开始学习识别和管理情绪，
从认识自己、他人和环境中学习人际关
系处理，了解遇到问题时如何求助和倾
诉，在课程中得到心灵疗愈和滋养。

体验、分享、感悟带来心灵成长

10余名学生围成圆圈，每人右手
掌心握住一支直立在地上的塑料杆，口
令响起，学生迅速移动步伐，去握相邻
同伴的杆子，过程中要保持杆子不落地
……走进大连市第十一中学体育馆，心
理拓展课上一片欢声笑语。

“这堂课组织学生进行了‘击鼓颠
球’‘不倒森林’等项目，学生通过小组
合作完成任务并进行分享，这有利于学
生处理好同学关系，调节情绪，发挥潜
能。”心理教师张莹介绍说，学校除心理
健康课程外，还为学生提供个体心理咨
询、沙盘游戏、放松训练等，并定期举办
心理文化节、心理讲座等活动。

记者从多地中小学了解到，结合不
同年龄学生心理特点，内容丰富的心理
健康课程正在校园内广泛开展。广州
市天河第一小学四年级的一节心理课，
以游戏的方式让孩子感受自己的情
绪。心理教师肖冬梅介绍说，教师把一
块布铺在地上，分成不同小组的学生们
站在布上，要求在脚不离开布的情况
下，把布翻面。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
中，学生们激动、生气、委屈、喜悦……
体会到各种情感。游戏结束后，学生们
在教师引导下，感悟团结合作、主动牺
牲等精神。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王栗霖
说，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一周一节，是
同学们喜爱的课程之一，“有节课是大
家用多种原材料自制服装走秀，既欢乐
又减压。”

遵义市第十九中学心理教师罗艳
说，学校在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开设了
心理健康课程，初二年级则以讲座的形
式授课。贵州省黔西南州教育局副局
长李天维说，2022年9月以来，该局对
全州120多名专业心理教师进行系统
培训后，在全州所有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

多发、低龄化、识别难
青少年心理健康面临新挑战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快速发展、面临
多个成长议题的重要阶段，青少年是心
理健康问题的多发人群。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对全国超过3万名青少年
进行调查，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14.8％的
人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生成长
环境不断变化，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显。多位受访
心理教师表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
生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并呈现出低龄化
特点。

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青少年
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祥云表
示，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通讯设备的发
展，通过智能设备进行交流一定程度
上替代了现实社交，也给未成年人心
理带来不利影响。“如青少年使用手机
时间过长，甚至形成手机依赖等，会导
致孩子们更不愿意开展面对面的线下
社交。同时容易受网络不良价值观影
响，一些不良信息会引导学生认可甚
至模仿，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较大威
胁。”

受访心理教师认为，亲子关系紧张
和学业压力加大对学生的心理影响较
大，表现为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给孩
子加压，孩子难以承受；或孩子不想听
从家长对自己未来的安排，又不知道自
己该怎么选择，因而感到焦虑，等等。
同时，与成人相比，青少年心理问题和
抑郁倾向更难被识别和诊断。

家、校、社会协同
共筑心理健康“防线”

相关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学校、
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的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问题识别、干预全链条机
制，落实行动计划，推进心理健康课程
建设，共筑学生心理健康“防线”。

大连教育学院心理研训中心主任
李玉荣建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化是现
阶段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
预防与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本。建
议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国家课程方
案，保障心理健康教育课开齐开足。同
时加强专岗专业心理健康教师配备，通
过常态化培训提高专职心理教师专业
素养。

“本学期开学后，我们到不同中小
学上了近20节心理健康课。”曾祥云
说，由他及46位专家组成的心理援助
志愿服务队，坚持义务为有需要的中小
学进行心理健康服务。他建议，要充分
发挥卫健、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优势，
开展“家长课堂”“微课程”等活动，提升
家长健康意识，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帮助
孩子心理成长。

专家建议，可从日常生活习惯着手
保障学生心理健康。如进一步发挥体
育活动调节情绪、疏解压力作用，开齐
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落实户外运动
一小时等要求，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记者王莹 郑天虹 郑明鸿；参与采
写：王郁源）

新华时评：

莫让舌尖消费变浪费
餐馆点菜不“光盘”、外卖吃不完

就扔……有人认为，只要花的是自己
的钱，怎么吃是私事，餐饮“消费”不能
算“浪费”。事实上，杜绝餐饮浪费是
利国利民的大事，从“小餐桌”到“大社
会”都必须厚植勤俭节约的理念。

莫让舌尖消费变浪费，要忌“无所
谓”心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餐
饮消费虽是个人行为，但节俭的餐饮
风尚却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
从源头看，中国人多地少，尽管我国粮
食产量连续超过1.3万亿斤，总体上粮
食安全有保障，但粮食供求中长期仍
是紧平衡态势，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
时候都不能松。从产业链看，无论是
粮食生产还是物资配送，无论是食品

加工还是厨余处理，舌尖上的消费都
不能归结为顾客扫码结账这样简单的
一次性动作，任何微小的浪费都可能
累积成触目惊心的数字，对粮食“有所
谓”方能筑牢构建节约型社会之基。

莫让舌尖消费变浪费，要忌“好面
子”心态。中国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
是中国人的传统。有人认为，亲友欢
聚把酒言欢，是快意人生的写照，若餐
饮分量、排场、格调跟不上，似乎不足
以表达热情。但所谓过分热情之举恰
恰反映出对粮食生产成果还不够珍
惜，对劳动者的辛劳还不够尊重，表面
大方，实则浪费。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一粒粒
粮食，承载着中华民族勤俭奋斗的传

统美德，更能折射出崇尚理性、节制的
社会风气。精准监督、精细化服务在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不断完善的小
份菜、单人餐等餐饮消费新形式受到
欢迎，不少餐饮企业设立“节约监督
员”建议顾客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张
贴宣传标语提醒厉行节约，在后厨通
过提高食材出成率和利用率减少厨余
垃圾……反对餐饮浪费的理念和切实
行动在路上。

节约无小事，制止餐饮浪费人人
有责。从自身做起，对“舌尖上的浪
费”说不，常抓不懈，把拒绝浪费内化
为习惯和修养，才能让勤俭节约蔚然
成风。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孙奕）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王优玲）记者24日
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我国将力争在今年年底
前使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0％以上，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全覆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说，近年来，垃圾分类
工作坚持从基层抓起、从娃娃抓起、从群众需求抓起，
紧盯科学规划、设施建设、安全运行关键环节，注重依
法建章立制、督促指导、评估评价，统筹推动垃圾分类
抓点、连线、扩面，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

截至2022年底，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
垃圾分类平均覆盖率达到82.5％，人人参与垃圾分类
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
53万吨，焚烧处理能力占比77.6％，城市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水平实现较大提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全国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倪虹说，垃圾分类工
作是今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的重点工
作之一。要在完善法律法规上下功夫，进一步健全生
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加快地方立法进程，坚
持教育和惩戒相结合，强化公民垃圾分类的责任义务。

倪虹说，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统管”，
大力推动环卫装备标准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推动环
卫行业向科技智慧型转型升级。

据了解，从今年起，我国将于每年5月第四周开展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首届全国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至28
日，宣传主题为“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宣传重点包
括传达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宣贯有关制度政策标准、宣
介阶段性工作成果、推广典型实践经验、普及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等内容。

我国将于2025年底前
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生态环境部5月24日通报，今年1至4月，全国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0.4％，同比下降4.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比例为3.6％，同比上升2个百分点。

通报显示，1至4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7.7％；
PM10平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5.9％；臭
氧平均浓度为128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0.8％。

2023年1至4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各级别
天数比例。

从沙尘天气影响看，4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由沙尘天气导致的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12.7％；1
至4月，由沙尘天气导致的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7.1％。

从重点区域看，1至4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0％，同比下降8.1个百
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8.1％，同比上
升5.5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同比上升；臭氧平均浓
度同比下降。其中，北京市1至4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75.8％，同比下降10.9个百分点。

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1至4月的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84.8％，同比上升2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比例为1.6％，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汾渭平原
11个城市前4个月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4.2％，同比
下降5.4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0.3％，同比上升6.4个百分点。 新华社

今年1至4月全国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