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银行2019中国户外极限运动公开赛成功举行

近日，中信银行2019南京江北新
区半程马拉松在青奥体育公园开跑。
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
副书记罗群，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熊
伟，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吴秀亮，南京
市体育局局长陈卫红，南京江北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保平，扬
子国资投资集团董事长李振楚，中信
银行南京分行常务副行长张建强，南
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黄一新，中国田径协会代表李响，南
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北新区公安分
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建军，南京江北新
区宣传部部长邵绘春出席了起跑仪
式。

中信银行2019南京江北新区半
程马拉松，由中国田径协会、南京市江
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南京市
委江北新区宣传部承办，中信银行独
家冠名。迷人的滨江风光、充满科技
感的绿色赛道、丰富贴心的供给保障、
全民参与的文体盛宴...... 首个为自贸

区量身打造的马拉松点“燃”南京江北
新区,引万众瞩目。

本次赛事以“奔跑创新路 共享新
主城”为主题，跑友们从南京青奥体育
公园出发，途径研创园、滨江大道、长
江五桥、江北新区市民中心、中央商务
区等众多江北新区的地标性建筑和自
然景点，走的是一条科技创新大道、文
体兴盛大道、江北新区和江苏自贸区
南京片区的发展大道。跑友们通过比
赛挑战自我的同时，见证江北新区四
年来的发展变化，全方位感受自贸区
获批百天时的新景象新风貌。

一路绿植如茵，江城相拥、高楼错
落、园林优致，跑友们在“醉美”赛道畅
快奔跑。5G网络、VR直播,赛道两旁
多个摄像机位将每位跑者奔跑、冲线
的英姿，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自动串成
一部个性化大片。

中信银行作为总冠名单位，对本
次赛事高度重视,全方位参与。除了
具体赞助合作事项外，中信银行南京

分行还策划了国旗方阵、玩偶方阵、
“中信联合舰队”协同方阵三大特色团
队亮相开幕式，为赛事增加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此外，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组织特色拉拉队、员工志愿者分布在
赛道两侧，为广大选手提供贴心的服
务，让所有参加江北马拉松的跑者获
得更多的体验与满足。

据了解，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
性跨国企业集团，中信集团业务涉及
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
理等金融领域和房地产、工程承包、
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
产业等实业领域，旗下中信证券、中
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国安、中信戴
卡等一大批企业在行业内均处于领
先地位。此次赛事，中信银行南京分
行协同集团旗下11家单位组织了一
支66人的“中信联合舰队”方阵，助
阵江北马拉松，传递中信“共创新可
能”的品牌主张，表达了发挥中信协
同优势，助力江北新区的经济腾飞的

美好愿景。
由该行员工组成的近50人跑团

集体征战半马，跑团高举“信·跑团”大
旗，身着“一路有中信”的统一赛服，在
赛道上刮起一阵“红色”旋风。

据了解，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信·
跑团”成立于2016年10月，该跑团最
初是由跑步爱好者员工自行发起的兴
趣小组，成立之初只有十几人，经过三
年的发展，队员已经发展壮大到100
多人，队员里不仅有年轻的“80后”，

“90后”，还有“60后”甚至“50后”，跑
团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周末不定期举
行专业跑步知识分享、比赛拉练、线下
约跑等活动。在三年的时间里，跑团
里的队员参加了大大小小的马拉松有
40场。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信银行率先启动江苏自由贸易
区南京江北新区的综合金融服务。为
助力江北新区的经济腾飞、为南京首
位度的提升贡献最大力量。

日前，“中信银行 2019 中国户
外极限运动公开赛有氧三项精英赛在
南京老山开赛。来自全国的近600名
选手，分别参加了接力赛精英组、接力
赛社会组、个人全程赛男子组和个人
全程赛女子组比赛。

本次比赛总里程 21 公里，涵盖
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经典风景，
设置6公里跑步路线、10公里骑行路
线和5公里登山路线。比赛选手身着
红色与蓝色参赛服，在老山脚下汇集

成红色与蓝色的海洋，为南京老山增
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跑步路线起
点为七佛寺，途经七珍线，围绕象山湖
水库，终点为不老村。骑行赛道蜿蜒
起伏，考验选手骑行技能。登山路线
途经森林驿站、百鸟园、大椅山等，参
赛选手可在老山林海体验登山之乐。

此次赛事冠名方中信银行南京分
行组织近50人团队参与此次赛事。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注重企业发展的同时，中信银行南

京分行尤其注重关爱员工健康、助力
社会公益活动，希望通过此次赛事，带
动更多人积极参与有氧运动，推动文
化、体育、旅游等多产业融合，进一步
助力浦口区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
综合发展。

据介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最
早成立的新兴商业银行之一，大胆
创新、勇于挑战已成为中信银行的基
因。中信银行南京分行是南京地区
设立的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该行始

终坚持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
积极融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近年
来，依托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
协同优势，通过搭建“协同”、“同业”、

“海外”三大平台，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传统商行、
综合融资、资源整合”的综合服务方
案，为区域内的产业导入做好纽带，
实现了有质量、有特色的快速发展，
多项业务指标稳居当地股份制商业
银行前列。 （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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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教育部
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
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规则》将教育惩戒划
分为：一般惩戒、较重惩
戒、严重惩戒和强制措
施。《规则》一出，再次引
来社会热议。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
中，教师惩戒学生就如
同 父 母 教 训 不 听 话 的
儿子一样，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直到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
着 西 方 部 分 教 育 理 念
的 引 入 以 及 国 人 权 利
意识的增强，人们才开
始 对 教 育 惩 戒 产 生 疑
问，老师的“戒尺”变得
可 疑 。 经 过 这 么 多 年
的实践，现在大家又重
新发现，教育惩戒并非
完全不可取，对于一些
行为失当的学生，教师
应 当 有 惩 戒 的 权 利 。
广 东 等 地 也 先 期 进 行
了一些探索。

然而，在现实的教
育活动中，依然存在对
教师惩戒行为的合理限
度 缺 乏 明 确 规 定 等 问
题，使得体罚与惩戒之
间的边界问题不清晰。
体罚是指教师对学生的
身体进行直接侵害，特
别是造成疼痛，来进行
惩罚或教育的行为，如
殴打、罚站罚跪等；变相
体罚是指采取其他间接
手段，对学生肉体和精
神实施惩戒并使其受到
伤害的行为，如讽刺、侮
辱学生、劳动惩罚、抄过
量作业等。教师惩戒是
教师针对学生的不合范
行为，对学生的身心施
加某种影响，使其产生
悔改之意，以达到矫正
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
教师惩戒和体罚之间并
不是泾渭分明的，容易
从合理、适度的惩戒走
向体罚。因为没有一定

“力度”的惩戒会变成一
种没有严肃性的玩笑，

而一有“力度”则很可能
成为体罚或变相体罚。

笔者认为这就需要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
惩戒规则》等相关法条
将惩戒与体罚、变相体
罚予以明确区分，对教
育惩戒的主体、权限大
小、实施范围和方式作
出严格具体的限定，厘
清教育惩戒的边界，让
社会对教育惩戒有一个
基本认识。在实践中，
由于惩戒主体和惩戒的
具体形式呈现出多样性
和复杂性，可以规定教
育惩戒的原则性规则，
遵循合法性原则、比例
原则和教育性原则，明
确惩戒权行使的程序以
及建立惩戒权的监督、
救济机制。教育惩戒应
以一些温和但行之有效
的手段比如扣分、警告
等为主，惩戒时不能侮
辱学生的人格，不能侵
害学生的生命权、健康
权。 （张立新）

教育惩戒，应明确合理限度
日前，教育部发布《中

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
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这无疑是一
个划定教育惩戒边界并将
其规范化的有益尝试。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老师惩戒学生“天经地义”，
但人们印象中的惩戒手段
又 与 体 罚 紧 密 相 连 ，“ 戒
尺”——说起教育惩戒，人
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词，就
连新华社报道这一消息时，
也在标题中使用了这个词：

《教师如何使用“戒尺”？》。
在现代理念中，体罚无

疑是野蛮、落后的，理应摒
弃，连带着惩戒本身也被
怀疑，导致对于调皮捣蛋
的“熊孩子”，说服教育无
效，老师又没有有效的教
育手段，因而不敢管、不能
管，这可能也是如今更多
教育责任被推向家长的原
因之一。事实上，适度合
理的惩戒，已被证明是重
要而有效的教育手段，可
以让无视规则的“熊孩子”
明白规则界限。

《征求意见稿》提出教
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
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
职权，同时明确了具体惩戒
措施，既防止“不敢”惩戒，
又防止对惩戒的“滥用”。

此前不时曝光的学生遭受
严苛惩罚的事件，虽然是个
别缺少师德的老师所为，却
足以引起家长和社会的担
心，惩戒的边界和尺度必须
严格规范。

据报道，此次提出的惩
戒措施中有适当增加运动、
教室内站立、面壁反省、暂
停或限制学生参与特定活
动、承担校内公共服务、隔
离反省、责令家长陪读等，
以前这些惩戒措施处于模
糊地带，可能被理解为体罚
或变相体罚。这些惩戒措
施的运用，可以增加学生的
自责与反省，是“教育惩戒”
题中之义。此次《征求意见
稿》同时也提出禁止以击
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
体痛苦的体罚行为，不能使
用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
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
或者姿势等间接伤害身体、
心理的变相体罚行为，给正
当惩戒和体罚划出了界限。

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才
是目的。明确惩戒权，是为
了给予学校和老师必要的
教育手段。让各方都有所
遵循，教育者敢管，也知道
该怎么管，家长知道什么是
合理的惩戒，也少了担心，
最 终 有 利 的 是 孩 子 的 成
长。 （梁克）

明确惩戒权，最终有利于孩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