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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发布公示，根据有关规
定以及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
员会考察评议结果，经教育部党组会议
审议，拟同意设置32所本科学校。

透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哪些
风向？

从学校类型看，此次拟同意设置的
32所学校中有23所是职业本科。

这不是今年以来职业本科的第一次
扩容。早在今年3月，教育部曾发布一
批同意设置本科学校的函。

“发展职业本科是适应产业升级的必
然要求，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迫
切需要。”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钱桂仑说，

“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有利于提升人
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有利于提高
职业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推动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

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

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高技能人才
的需求更加迫切。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职业本科是其中重要一环。

2019 年起，教育部开展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
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2024—2035年）》中，明确提出“稳步
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建
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
学校”。

在相关政策推动下，我国职业本科
学校的数量也在稳步提升。统计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职业本科学校仅有 21
所。而如今，加上拟设置的这23所学校，
我国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将突破80所。

既有数量的增长，也有质量的提
升。从职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上来看，
大部分都紧贴行业企业和市场的实际需

求。近年来，通过优化培养模式，强化专
业建设和产教融合，职业本科学校得以
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以此次安徽拟设置的安徽职业技术
大学、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两所职业本科
学校为例，钱桂仑介绍，“两所学校以工
科见长，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新一
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布局了一
批专业群，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匹配度
超过90%，服务区域发展能力突出。”

此次公示的32所学校名单中，还包括
4所更名的普通本科学校。记者了解到，更
名不仅是学校名称的简单变化，随之而来
的还有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策略的调整。

例如，南昌工程学院将更名为江西
水利电力大学。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刘祖文表示，这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培育水利电力领域高水平应用型
人才的迫切需要。

“江西地处长江经济带中游，对于水
利电力领域人才需求旺盛。”刘祖文介
绍，更名后，学校将做优做强水利工程学
科、电气工程学科，主动对接环鄱阳湖水
资源配置工程、鄱阳湖生态控制工程等
重大项目，服务新能源和储能等重点产
业链，为区域经济社会和水利电力事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有关专家认为，整体来看，此次拟设
置 32 所本科学校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相匹配，这既是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应有之义，也展现出教育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广阔前景和旺盛生命力。

当前，高考在即，今年新设立的多所
本科学校即将招生，考生的选择更加丰
富。对此，有关专家也表示，学生在报考
学校时，也要注意找到自己的优势，同时
综合考虑就业市场等因素进行理性选
择。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传递哪些风向？

畸形“饭圈”，害人害己。
魏某是A明星的粉丝，何某等三人

是B明星的粉丝。何某等三人曾在微博
发布关于A明星的负面内容，魏某看到
后将三人举报。

何某等三人被举报后极为不满，开
始在微博账号上持续发布诸如“嫌疑犯
魏某”等内容，还在微博主页、评论区公
布魏某私人照片和微博主页链接。上述
内容发布后，阅读量从几百到上万不等，
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若干。

魏某认为何某等三人侵犯其名誉
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人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认为，粉丝群体在网上互撕
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行为，损
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破坏了清朗网络
环境。该案中，法院依照民法典人格
权编的相关规定，判决何某等三人在
各自微博账号向魏某赔礼道歉及澄清
事实并置顶一周，同时向魏某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

“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名誉权侵害，往
往面临网络用户身份不明和侵权行为认
定困难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
是法外之地。”沈健州表示，本案的判决
为网络用户身份确定、侵权行为界定等
问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审理思路，有利
于进一步引导网络用户理性发言，促进
依法治理“饭圈”乱象，营造健康向上的
网络环境。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法院
通过审理一个个具体案件，及时回应

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进一
步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
众心里。

以民为本，循法而治。实施民法典
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快来打开这本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
书”，一起学习如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让民法典的规定与精神融
入日常生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行为规范。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聚焦民生“小事”

看民法典如何保护你我权益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小区业主纠纷、职场性骚扰、“饭圈”文化治理……今年是民法典颁

布五周年，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相关系列典型案例中，有不少聚焦
民生关键“小事”，保护你我合法权益，推动民法典更好“典”亮千家万户。

老房子加装电梯惹争议，怎么办？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关乎居民出
行便利、居住品质提升的重要民生工程，
同时也容易引发邻里争议。

江苏无锡某小区某单元徐某等全体
业主一致签字同意本单元增设电梯，并
于小区主要出入口及单元楼道张贴意见
征集单、公示、承诺及图纸等相关材料，
公示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后，这个
增设电梯的项目取得了主管部门的审批
手续并正式开工。

然而，住在该单元北楼的业主范某
却不干了。范某认为，该电梯安装位置
影响自家采光，就多次在加装电梯施工
现场阻碍施工，导致项目停工。徐某等
业主把范某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范某停
止对加装电梯工程的妨害行为。

案件办理法官介绍，依照民法典关于

相邻关系的规定，相邻关系应当按照有利
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
则处理，案涉住宅增设电梯，将对大多数业
主特别是老人、小孩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在判决范某停
止实施阻挠行为的同时也指出，如加装
电梯后在采光、通风等方面确实对部分
业主造成较大影响的，亦可就补偿问题
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远亲不如近邻。“在电梯加装已采取
必要措施，尽可能降低对相邻楼栋不利
影响的情况下，相邻楼栋业主对电梯加
装负有容忍义务。民法典对相邻关系的
规定，为这类纠纷的妥善协调提供了规
范指引，是邻里和睦与民生和谐的重要
法治保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
教授沈健州说。

员工实施职场性骚扰，公司能否理直气壮开除？

异性同事经常发来暧昧短信？同事
语言挑逗发出性暗示？上司暗示有获得
职场晋升机会的“潜规则”？……职场性
骚扰令人深恶痛绝。民法典对此明确，用
人单位有防止、制止职场性骚扰的义务。

黄某担任重庆某公司副总经理期
间，经常在工作时间利用职务便利，以不

雅言语和不良肢体行为对女职工进行骚
扰，导致多名女职工离职。该公司根据
公司制度及劳动合同约定，解除与黄某
的劳动关系。

没想到，黄某反而起诉公司，要求支
付赔偿金7万余元。

民法典规定，违背他人意愿对他人

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等单位应当采
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
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本案中，法院依法认定，员工实施性
骚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用人单位
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

示，民法典明确用人单位防止职场性骚
扰的义务，为用人单位积极遏制职场性
骚扰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把“害群之
马”扫地出门，让员工安心工作，营造风
清气正的职场环境。

为维护“爱豆”而侮辱诽谤他人，承担哪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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