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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波动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落，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市值管理利好刺激，

破净股表现抢眼，沪指全天也强于其他
指数，不过午后市场震荡回落，最终各
股指收出三连阴，盘面上超4100只个股
下跌，银行、煤炭板块表现较好。技术
上看，沪深股指均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
计成交17577亿元环比萎缩；60分钟图
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
MACD指标均保持死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短短5个交易日，深成指和创业板指
上下落差均超10%，创业板指3个交易日
跌幅更是达到9.36%，显然短期指数出现
严重波动。从笔者的技术模型观察，虽
两市成交量也出现了萎缩，但仍处于
1.5万亿元之上，故前期各股指震荡平
台处应有较强支撑，如沪指在3270点，
创业板指在2168点。期指市场，各期指
合约累计成交略增、持仓略减，各合约
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
消息面上，证监会表示正加快推动新一
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因此，
目前的短期震荡不改中线向好趋势，后
市下跌空间有限。

资产：周一按计划没有操作。目前
持有华创云信130万股、鲁信创投48万
股、爱建集团160万股、国检集团34万股、
安科瑞11.5万股、柏诚股份21万股、创元
科技18万股。资金余额12502623.98元，
总净值49030773.98元，盈利24415.39%。

周二操作计划：国检集团、华创云
信、创元科技、柏诚股份、安科瑞、爱建
集团、鲁信创投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黑龙江一老虎进村咬伤村民
官方通报称伤者生命体征平

稳，正对老虎进行追踪

记者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11月18日早上6点
38分，勃利县110指挥中心接到报告：

“早上6时许，勃利县吉兴朝鲜族满族乡
长太村发现老虎行踪。”经现场初步核
实，长太村一名村民左手部被老虎咬
伤，目前正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伤者
情绪稳定，生命体征平稳。当地县公安
局、林业和草原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
及属地乡镇工作人员已到达现场，对老
虎行踪进行追踪。

18日早上6点10分左右，长太村一
农户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疑似
一只野生东北虎跑过的视频，这只东北
虎还试图冲撞该农户家的大铁门。

18日晚,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闻
夜航》的记者现场直播时称，被东北虎
咬伤老人的左手保住了，只是骨折，无
截肢风险。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

白 杰 品 股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惩治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
决、裁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其中明确，判决、裁定生效前隐
藏、转移财产的，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该司法解释规定，被执行人、协助
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

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处罚。同时，司法解释
列举了“实施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
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恶
意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致使判决、裁
定无法执行的”等10项“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以及“聚
众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
行的”等5项“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
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
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
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
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
刑事责任。

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
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移财产
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

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
犯论处。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拒不执行支付
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
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
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在提起公诉
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
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在一审
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
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
免除处罚。

近年来，不少城市出现一种新的公
共学习空间——付费自习室。记者近期
在山西多地走访了解到，这种自习室的
用户大多是专门准备“考公”“考编”“考
研”的年轻人。付费自习室虽然为他们
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但也成为一些
人远离家的自由地、一个逃避压力的新
场所，不少年轻人在这里“表演性学习”。

付费自习室下沉到县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2024年
中国付费自习室行业发展现状与消费
趋势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22年付费
自习室用户规模达755万人，预计2025
年有望突破千万人。

记者走访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
吕梁市近20家付费自习室发现，付费
自习室正开始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在市
县级城市增长趋势明显，用户大部分都
是备考的青年人。

记者看到，付费自习室大部分由居
民楼的住房改造而成，每个用户有1个
占地不足1平方米的书桌隔间，配备台
灯、插座、储物柜等设备，划分静音区与
朗读区，以向用户“出租座位”的模式运
营，一般有单人座位、双人座位和联排
座位3种，可以按小时、天数、包月或包
年为座位付费。很多自习室的空余位
置都不多，地理位置与学习条件较好的
一些自习室甚至“一座难求”。

太原市“拾光自习室”工作人员说：
“我们一共100多个座位，目前办理长
期座位的用户就有几十名，现在每天到
店人次已远超座位数，有时候1个座位
1天能换3个人。”“我们自习室暑假刚
开业，县城里很多刚毕业或毕业一两年
还没工作的孩子，在这里备考。”吕梁市
方山县一个付费自习室的工作人员说。

付费自习室的价格，对于没有经济
来源的青年而言并不便宜。记者在太
原市走访的6家自习室中，一个座位包
月的价格均在500元左右，是不少待业
青年一半的生活费。

“在家学不进去，在图书馆不能出
声背书，每天占座也很不方便，找个离
家近的自习室最有利于学习。”2022年
毕业，正“备战”考公的小曹说，“家里
不缺我这一两年上班赚钱，很鼓励我
在自习室全脱产备考。”

2023年大专毕业的小赵先去北京
当了一年羽毛球教练，今年7月辞职回
家考公。“我是山西人，还是想留在老家
发展。自习室的费用是用我工作攒下
的钱付的，在这里能定下心来学习，花
点钱能倒逼我学习。”小赵说。

“看他们在玩自己也安心玩了”

虽然付费自习室为备考青年提
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也有不少人在

自习室认真学习并成功“上岸”，但对
一些人而言，他们把这里当作逃避
家人管控的“网吧”，更多是在“表演
性学习”。

有一些备考青年追求一种“人在书
桌”的仪式感。“我的实际有效学习时间
很少。早上8点半来自习室，先给水杯
灌点水，把电脑、平板和手机用支架支
起来，把喜欢的人偶摆在书桌上，坐下
来玩一会儿，才开始学习；学个十来二
十分钟，10点多了，打开手机挑选中午
要吃的外卖，半个小时过去了，再学十
来二十分钟，吃饭，休息，下午又这样循
环往复。”小曹说。

大同市的小达于2022年本科毕
业，一直在付费自习室备战考研。“已经
考了3次，每天两点一线，跟社会开始
脱节，有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一
个真实世界。”小达说，他与父母的沟通
交流也仅限于学习与找工作，而这些话
题他已经生理性厌恶，自习室给他提供
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环境。“这儿很多跟
我一样的人，我看他们在玩，自己也安
心玩了。”

记者还发现，这些全职考试青年中
不乏一些名牌大学生，因几次考试受挫
而有了“能混几年是几年”的心态。某

“双一流”大学毕业生小李考研失败后
在自习室全职备考，但学习效果并不理
想。“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从来没有轻
松过，这段空窗期可能是难得的轻松时
光。”小李坦言，他现在已经进入了欺骗
家长、欺骗自己的状态，“他们可能觉得
我每天在自习室学习很辛苦，但我基本
没怎么学习。”

告别“表演性学习”的安慰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表演性学习”
现象反映了当前一些待业青年存在的
焦虑与迷茫，他们试图通过营造一种

“我正在努力”的表象来减少对未来不
确定性的恐惧。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副教授丁剑表示，“表演式学习”是典型
的心理防御机制的表现，它反映了待业
青年们内心的焦虑与负罪感。“这些年
轻人并非真正投入学习，而是试图通过
维持某种外在的仪式感或形象来缓解
内在的焦虑感。”

专家认为，尽管这种“表演性学习”
在短期内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暂时的心理
安慰，但长此以往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对此，丁剑等专家给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行时间管理，提高学习效率。
青年人可以通过每日反思和记录学习进
度的方式，真实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避
免在无效的“表演式学习”中浪费时间。

二是保持适度社交，增强情感支
持。自习室虽然是备考的好环境，但长
期处于孤立状态会加剧心理问题。青
年们应积极寻求与家人、朋友以及专业
心理咨询师的交流，通过情感支持缓解
备考压力，同时保持适度的社交，避免
脱离现实。

三是提升自我认知，重塑行动目
标。待业青年们应设立可行的、阶段性
的目标，而非给自己施加过高的压力，可
沉下心来思考，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
未来发展方向，并付诸行动。 据半月谈

付费自习室，谁在“表演性学习”？

一备考年轻人的座
位。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 两位备考年轻人正在
自习室睡觉。图据新华
社客户端

▲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

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可构成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