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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兴趣班，原本是孩子获得知识、提
高能力、培养兴趣的课外培训。记者采访
时发现，一些家长为孩子挑选兴趣班时不
以孩子兴趣为参考，而是认为越贵、越冷门
的兴趣班，越“高大上”。

带着6岁孩子乘坐公交车，到10公里
外老师家中学一个小时双簧管课，成了长
春市民黄卉的习惯。一对一课时500元，每
周上两次课，来回路程要花费两个多小时。

不少家长有类似观点。“很多人都说，学
古筝、扬琴、吉他不上档次，学钢琴、小提琴的
人又太多，要学就学一门罕见的，对孩子发展
有好处。”长沙的何女士告诉记者。“物以稀为

贵，在兴趣班选择上也是越冷门越烧钱。”长
沙市一位音乐老师说，“比如一把竖琴价格在
10万元到20万元，找个好的老师更是难。正
是由于学习者少，家长咨询时反而更感兴
趣。”

在体育、棋类兴趣班中，也存在一条越
来越明显的“鄙视链”。“足球、篮球、游泳、
跆拳道都司空见惯了，现在受家长追捧的
是棒球、橄榄球、击剑、冰球、高尔夫、马术”

“在棋类运动中，会下围棋的代表智商高、
聪明，学国际象棋的鄙视学中国象棋的，军
旗、五子棋、跳棋更是入不了眼”，网友们纷
纷留言称。

保外就医后再也没有回过监狱

杀人犯“纸面服刑”15年
还摇身变村委会主任

日前，有媒体报道内蒙古呼伦贝尔男子巴图孟和被判刑15年却一天
牢都没坐，引发关注，大家也因此听到了一个新词组叫“纸面服刑”。

被害人的母亲韩杰表示，1992年，17岁的巴图孟和因口角持刀将她
儿子捅伤，此后她儿子因心脏破裂导致大出血死亡。次年，巴图孟和被判
故意杀人罪，获刑15年。然而判决生效后，巴图孟和直接从看守所回到了
村庄，并未去监狱服刑。接下来，巴图孟和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会计、村
委会主任，甚至还当选旗人大代表。直到2017年，有关部门对该案进行纠
正，这名罪犯才为当年的行为付出代价。

9月5日，记者独家采访到从案发就跟进此案件的办案人员，还原杀人
犯“纸面服刑”15年重新收监经过。 央广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了解到，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牵头，联合自
治区纪委监委、检察、法院、公安、司法、监狱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9月4日已抵达呼
伦贝尔市开展工作。

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市委对此高度重视，市里也已成立查处此事的工作
专班，重新全面核查、调查该案；该案性质恶劣，目前各工作组正在紧张推进中。

上述两级政法部门表示，将坚决查清有关问题，还被害人以公道；调查结束后，将及时向社
会公布有关情况，依纪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回应社会关切。

内蒙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回
应

一份原呼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
院（注：现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1993年6月9日的刑事判决书显
示，1992年5月12日20时许，因发
生口角，未满18周岁的巴图孟和捅
了白永春3刀。巴图孟和将其送医
后，前往派出所自首。白永春因心脏
破裂导致的大出血而死亡。

1993年6月9日，原呼伦贝尔盟
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巴
图孟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
利两年。据报道，在法定期限内，被
告人巴图孟和未上诉，公诉机关也未
抗诉，一审判决生效。

按正常程序，罪犯巴图孟和应从
被羁押的陈巴尔虎旗公安局看守所，

投送到监狱服刑。然而，此后发生的
事情，却让这起本不复杂的案件偏离
正轨。“巴图孟和一天牢也没坐过！”
韩杰说。

但据韩杰说，法院判决之后不久
他就从看守所回到了村里。韩杰说：

“判决书上判了他15年，判决书下
来，没到一个月，就放走了，就放社会
上了。”

孟和来到监狱拿到“刑满释放证
明书”。就这样，一天牢也没坐过的
巴图孟和，在纸面上“服”完了15年
的刑期。接下来，巴图孟和摇身一
变，成为当地的会计、村委会主任，甚
至还当选旗人大代表。

多年来，韩杰一直在向相关部门
反映问题，2016年，韩杰把
一封举报信递给了当地公安
局，而收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当
年参与过巴图孟和案件的警
官。警官表示：“我们接到举
报信，说实在的话，我们都没
敢相信有这种事情。当时的
领导非常重视，就去组织专案
组开始调查这个事。”

2016年接到举报信，民警都不敢相信
专案组调查发现，判决生效之后，本该前往

监狱服刑的巴图孟和并没有被投送监狱，而是
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从看守所直接回到了家
里。警官说：“这个没有投送，这是属实的。在
看守所羁押了一共501天。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以后，下达了执行通知书，巴图孟和又在看守所
待了一个月，最终在1993年9月28日，保外就
医手续办完以后就出去了，再就没收回这个
人。”

就这样，一天牢也没坐过的巴图孟和，在纸
面上“服”完了15年的刑期。接下来，巴图孟和
摇身一变，成为当地的会计、村委会主任，甚至
还当选旗人大代表。

警官说，后面巴图孟和再没回到看守所或
者是监狱。“我们就找到了巴图孟和了解他是怎
么出来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一张表格挺多的一
个东西上签字画押，之后他妈妈和他姑父做了
担保出来的。”

这位警官说，当时巴图孟和办理保外就医

的理由是患有肾炎，但此后并未遵循保外就医
相关规定。“保外就医最长时间是一年，一年以
后他应该主动回来，或者是看守所按照相关规
定应该把他找回来，病情有没有好转，做体检之
后才能再续延长（保外就医）时间，但是当时的
看守所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位警官说，此后公安机关认定巴图孟
和违法出狱，2017年4月7日，呼伦贝尔市陈
巴尔虎旗检察院向公安局下达将巴图孟和收
监执行刑罚的检察建议书。最后中级人民法
院做出了一个重新计算刑期的处罚执行通知
书，依法将巴图孟和重新执行刑罚13年7个月
13天。

外界有声音认为，巴图孟和是因为职务犯
罪才东窗事发。对此这位警官说，巴图孟和的
贪污问题是入监后查出。警官介绍：“我们将巴
图孟和依法收监以后，当地有牧民举报，回来以
后我们经过初查调查，最后侦查、移交，这才得
到证据构成贪污才判的。”

“保外就医手续办完后，就再没收回这个人”

巴图孟和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
然而，对于失去儿子的韩杰来说，她还有一桩心
愿未了。韩杰说：“当初巴图孟和故意杀人，为

什么没把他送监狱？谁放出来的？把这个放出
去的人从法律程序上揪出来，把巴图孟和的保
护伞揪出来。”

被害人母亲发问：到底是谁放走了杀人犯？

孩子上了“马术”的课 家长扬起“高贵”的头？
——部分变异的兴趣班学习透视

据新华社电 周一围棋课，周三少儿编程课，周五拳击课，周六马术课，周日思维培训课……这是
吉林长春一个7岁孩子的兴趣班课程表。课程不仅排得满，内容也与大众认知的钢琴、小提琴、舞蹈
等相差很大。记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访发现，现如今部分家长为孩子挑选兴趣班时，不以孩子的意
愿优先，而是专挑冷门、昂贵的课程。这样“攀比型”兴趣培养，亟待回归理性。

兴趣班里的“鄙视链”：越“冷门”越“烧钱”越“高贵”
多位受访者坦言，身边确实存在部分家

长为孩子挑选所谓的“冷门又高大上”的兴趣
班。其中不乏有的孩子对此类兴趣班真感兴
趣，但更多是家长的“升学小心思”以及攀比、
虚荣、焦虑等心态驱动下的非理性消费。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心思，现在一些
地区的中学，特别是名校都有乐团，会罕见
西洋乐器的孩子少，这类特长生容易被名校
招录，竞争压力小，也容易被大学的乐队吸
纳。”一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

兴趣班“鄙视链”受追捧之下，家长的“焦
虑”心理呼之欲出。“学什么都要学到上游，否
则等于没学。”一位家长认为，面对激烈竞争，

孩子选择兴趣班实际上就是选择竞赛“赛
道”，参赛选手基数、难度、获奖率等参数尤为
重要，因此“曲高和寡”的项目备受追捧。

很多家长挑选“高大上”的兴趣班的另
一个原因，是看中其背后聚焦了财富、资源
的“社交圈”。“如果孩子学的是马术、高尔
夫，他的兴趣班同学身后是能支付起高昂学
费的家庭，交这样的朋友，对孩子未来发展
有很大好处。”长春一位家长在朋友圈上说。

“孩子的兴趣班仿佛成了父母眼界、能
力的体现，如果孩子学跳舞、画画，感觉都拿
不出手。”很多家长称自己陷入“角逐”中，深
受其累。

“鄙视链”背后的焦虑与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