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2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与修
订草案二审稿相比，修订草案三审稿进一步
完善有关规定，加强对贫困妇女、老龄妇女、
残疾妇女等困难群体的权益保障。

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
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贫困妇女、
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
按照有关规定为其提供生活帮扶、就业创业
支持等关爱服务。

针对侵害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
行为，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
职责，规定：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

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
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
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

修订草案三审稿还规定：禁止拐卖、绑架
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
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各级人民政府
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
康等部门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按照各
自的职责及时发现报告，并采取措施解救被
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被解救妇女的安置、
救助和关爱等工作。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
报告义务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据新华社电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2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首次审议。修订草案扩大了行政复议
受案范围，明确对行政协议、政府信息公开
等行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修订草案还就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
作出规定，明确对依法当场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行政不作为不服的，应当先申请行
政复议。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并规
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30日内审

结。此外，修订草案在法律责任部分增加
了对拒绝、阻挠行政复议调查取证行为的
追责条款，健全了行政复议与纪检监察的
衔接机制。

据介绍，修订草案共7章86条，修订
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行政复议原则、职
责和保障；强化行政复议吸纳和化解行
政争议的能力；完善行政复议受理及审
理程序；加强行政复议对行政执法的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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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背过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你还记得吗？课文中写的是“故天降大任
于‘是’人也”，还是“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呢？

最近，一则帖子火了，就是关于是对“是
人”还是“斯人”的考证。网友们更是不淡定
了，绝大多数的“70后”、“80后”都信誓旦旦
地表示，自己所学所背的课文就是“斯人”；也
有少数“90后”、“00后”表示课文就是“是
人”……

如果是“是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记忆偏差；如果是“斯人”，为什么又在课本上

找不到？为此，有不少网友把自己的疑问和
考证都发在网上，更是引起了各个年代集体
记忆的热议。

26日，记者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
编辑部获悉，该出版社从1961年收录孟子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课文以来，历套教材文
章一直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从未有
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过“斯”和

“是”两个字，都表示“这”的意思。
此外，另有网友也进行了查证，人教社历

史上的这篇课文自1961年开始，包括1982
年、1994年、2006年等各版本均是“天将降

大任于是人也”；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
（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
（汉·赵岐 注）均为“是人”。

“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华东师大中文系
副教授王耐刚，专门从事《孟子》学史和《孟
子》传本研究，他非常肯定、万分自信地表示，
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来说，“是人”是对的。

既然“是人”为真相，那为何“斯人”会引
起如此大的争议？为此，王耐刚对周围的亲
人和学生展开了一次田野调查，结果让他吃
惊的是，即便是中文系的博士生，认为是“斯
人”的比例占到了五成以上。

为什么产生如此有趣的现象呢？王耐刚
解释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孟子》传本都
是“是人”。但古代还有一种流传经典的方式，
那就是口口相传。因为“是”与“斯”二者同源，
意又相近，很有可能就是民间口口相传产生
了偏差。另外，古人引用经典时，也有一定的
随意性，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略。

无论是“是人”、还是“斯人”，从意思理解
上都是对的，即为“这个人”。王耐刚认为，从
口语化的角度，“斯人”确实更为顺口流畅，但
从背诵经典的角度，则必须为“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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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架起无“碍”桥梁
——聚焦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三大看点

据新华社电 台阶变坡道，
让行动不便的人放心走出家
门、拥抱社会；在播出电视节目
时配备字幕，让身处无声世界
的人能“读懂”世界的斑斓……
这些细节体现了对残疾人、老
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也是
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起步
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得到
快速发展，但仍存在无障碍设
施建设不平衡不充分不系统。

为此，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草案10月27日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初次审议。这是我国首次就无
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
律。

根据现行条例规定，无障碍受益人群
为“残疾人等社会成员”。

草案在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的基础
上，更好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为在
实践中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受益对象，
提出了“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概念，

并在附则中单设一条予以明确。
日常生活中的无障碍需求者并不只

有残疾人。身体功能衰退的老人可能存
在长期性的无障碍需求，意外受伤者可能
存在暂时性的无障碍需求，提重物者、推
婴儿车的成年人也可能存在情境性的无

障碍需求。
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残疾人约

8500万，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已有2.67亿，加上有无障碍需求
的孕妇、儿童、伤病人员等，人数合计数亿
人。

扩展了无障碍受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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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在继续解
决“有没有”的同时，更要努力解决“好不
好”“管不管用”的问题。

在现行规定基础上，草案进一步拓
展了无障碍内涵，提升了相关标准和要
求。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草案在现行
规定列举的“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
施、居民建筑、居住区”五类场所基础上增
加“公共场所”，将广场、绿地、公园、户外
停车场等缺少构筑物的开阔场所纳入其
中。

此外，草案既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改造以及后续的维护管理作出总体规定，
又对建筑领域的家庭居所、居住区等方面
以及公共交通领域的关键点位给予专门
规定。为切实提高无障碍设施建设质量，
草案将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引入法中，在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各
个环节予以说明。

在无障碍信息交流方面，草案着眼于
弥合“数字鸿沟”，对公共信息发布、互联
网网站和应用程序的无障碍改造等提出
明确要求。为方便阅读障碍者获取无障

碍方式作品，草案与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
条约相关要求衔接，规定“国家鼓励公开
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配备有声、电子、大
字、盲文等版本”。

此外，草案还鼓励食品药品等商品外
部包装配置盲文、大字、语音说明书等，方
便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使用。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草案围绕与
人民群众关联度较高的公共服务、交通运
输、医疗卫生等场景下的无障碍服务进行
规范，对政府提供的政府热线、紧急呼叫、
应急避难等无障碍服务也提出要求。

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等内涵扩充、标准提升

草案设“监督保障”专章，充实了
包括体验试用、社会监督、检察公益诉
讼等在内的监督机制。

草案规定，国家鼓励工程建设
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时，根据工程设施用
途，邀请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
立的老年人组织等组织以及
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

代表，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体验试用，听取
意见和建议。

无障碍卫生间开门的方向朝里，就
很容易卡住轮椅；室外盲文标识指示牌
材料选用不当，夏天摸起来会很烫手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很多项目建
设方对真实的无障碍需求缺乏了解，忽
视了一些应该注重的细节，导致无障碍
设施人性化不足、便利化不够，甚至还会

造成安全隐患。
草案还明确，对违反本法规定，涉及

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
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

当前，社会上仍然存在盲道被占、残
疾人车位缺失或被占用等现象。若单纯
依靠被侵权的当事人直接维权，将面临诉
讼成本高、被告不明确、司法裁判后不好
执行等困难。

体验试用、检察公益诉讼等监督机制更为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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