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03新闻·要闻主编：苏令 见习编辑：梁昱娟 设计：王保英

本报讯 （记者 高众） 2022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 月
25 日至 27 日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
457万。

针对报考人数大幅增加及近期新
冠肺炎疫情局部散发的形势，教育部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指导各地加强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置，
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全力保障
考试安全。一是全面加强工作部署。
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前召开考试
安全工作视频会，指导各地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研考组织工
作。二是及时开展专项调度。对疫情

形势复杂的重点省份进行专项调度，
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妥善
处置疫情封控地区滞留考生就地参加
考试，协调部署各有关省份和招生单
位做好自命题试卷调配和标准化考场
增设工作，确保相关考生顺利参加考
试。三是增设相关考点。增设备用考
点、隔离考点及医院考场、集中隔离点
考场等，全力确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
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四是加强考
试组织管理。进一步规范考生进入考
点（考场）安全检查工作要求，加强考
务人员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严
肃考风考纪，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要认真做

好个人疫情防护，提前了解考点有关
研考防疫要求，按规定做好各项准
备；要充分考虑体温检测、安检等因
素，合理安排考试期间出行时间和路
线，预留足够赴考时间；要仔细核实
考试时间、地点和考试科目，按照考
务相关要求，提前准备好考试所需有
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试期
间，要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引导和指
挥。

教育部提示，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刑法修正
案 （九）》 明确，组织考试作弊、非
法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和代替考
试，属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
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明确，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为“情节严重”行为，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遵纪守
法，诚信考试，不携带手机等各类无
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
场，不参与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希望
广大考生保持良好心态，沉着应考，
通过个人努力成就美好梦想。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教育招生考试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加强
考试保障，提升服务水平，为广大考
生创造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

2022年研考报考人数457万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做好疫情防护，诚信参加考试 本报北京 12 月 22 日讯 （记者 欧

媚）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官网获悉，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专业设置与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
步加强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统筹
规划与规范管理，部署做好2022年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备案工作。

《通知》强调，高校要严格按照《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行业人才需求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学校办
学定位、优势学科专业和办学条件，科学
合理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

《通知》 对进一步加强专业设置统
筹规划、监督管理提出相关要求。高校
要科学合理做好专业设置规划，各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国家开放大学、全国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要加强本地
区 （系统）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
规划和统筹管理。

《通知》 进一步强化了各相关主体
的职责。高校应落实办学主体责任，定
期对已开设专业进行检查评估，及时调
整、撤销评估不合格或连续三年未招生
的专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督促学校及
时整改，对违规办学情况严重的高校应
取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资格。教育
部将加大对各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
设置评议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工作
检查力度，对于责任履行不到位或登记
备案的专业点普遍不符合要求的省份根
据情况减少或暂停全省专业点新增。

《通知》 同时对2022年拟招生专业
备案工作进行了部署。高校于 2022 年
1月31日前提交拟招生专业信息，各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省级教育考试机
构、国家开放大学将分别按照相应职
责，在规定时间内对本地区 （系统） 专
业 信 息 进 行 汇 总 提 交 ， 教 育 部 将 于
2022年5月31日前公布备案结果。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与管理

（上接第一版）
“让广大教师和家长充分理解和

知晓政策，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理
解‘双减’政策。”禄丰市旧庄小学
地处禄丰市西部，下辖 7 所寄宿制村
委会小学，在校学生 339 人，其中
寄宿生 268 人，走读生 71 人，属小
规模乡村小学。“双减”政策发布后，
学校通过召开教师会议、发放《致家
长的一封信》、设立监督举报箱等形
式，积极向家长宣传政策，让教师和
家长尽快适应“双减”新常态。

目前，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
都持续推进“双减”工作。

多举措抓落实，“双减”
提质促“五育”并举

“双减”不是减学习，而是要高
效、有质量的教学；“双减”不是减
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更不是减学生的
成长。

跳绳、打篮球、玩呼啦圈⋯⋯孩
子们玩得很“嗨”！日前，记者在昆
明师专附小月牙塘校区采访时，体会
了该校学生“每天锻炼不少于 1 小
时”的生活。

“我的作业大部分都能在学校完
成。”该校四 （2） 班学生冯翌伦说。

始 建 于 1905 年 的 昆 明 师 专 附
小，现有龙泉路、月牙塘、官渡、呈
贡、嵩明 5 个校区，校本部龙泉路和
月牙塘校区自 2017 年 10 月作为昆明

市首批试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4 年间始终免费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
务。学校以“课程构建”为抓手，构
建了“人文与道德”“体育与健康”

“艺术与审美”“科技与创新”“学科
与拓展”五大领域共计 56 门课程，
培养学生的公民道德、身心健康、审
美 情 趣 、 思 维 品 质 、 学 习 能 力 。
2017年至今，全校学生课后服务参与
率 分 别 为 97.4％、97.08％、97.1％、
97.31％、98.37％。

“今年‘双减’政策出台后，学
校 课 后 服 务 严 格 执 行 ‘5 ＋ 2’ 政
策。”校长刘春伟介绍，周一至周五
每天下午 3：40—5：50 分 3 个时段
按4个类别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下午
3：40—4：30 开展阳光体育大课间
活动，保证学生每天户外锻炼时间不
少于一小时；下午 4：30—5：30 开
展五大类校本选修课程和学生自主
学习活动，由教师进班负责答疑解
惑并指导学生完成当天的作业；下
午 5：30—5：50 进班教师负责指导
部分学生完成当天的劳动实践。学
校制定了 《昆明师专附小作业管理
方案》，从作业设置、总量把控、评
改方式、强化监督 4 方面入手，规
范并细化作业管理。截至目前，该
校共进行了3次作业问卷调查，能利
用课后服务完成家庭作业的孩子比例
达到97％。

玉溪第三小学作为玉溪市红塔区
首批“校内课后服务试点”学校，以

“七色花课程计划”为主渠道，将学
校主导与社会参与、公益惠民与合理
分担、自主自愿与规范服务相结合，
全面启动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利用放
学后的时间，共开设六大门类 15 门
课程、33 个社团，包括人工智能编
程、书法、绘画、乒乓球、武术等，
每周参加学生近1400人次。

南涧县示范小学构建了体育与健
康、美育与鉴赏、传统与熏陶、创新
与发展“四位一体”的校本和谐发展
课程体系。该校组建了 42 个社团，
邀请“南涧跳菜”非遗传承人阿本枝
每周到学校给孩子们传授跳菜绝技；
邀请非遗传承人陈德教孩子们剪纸，
传承弘扬绚烂的彝乡文化。

大理市海东北附育英实验学校
规定，教师不得要求学生家长自行
打印作业，不得通过手机微信等新
媒体方式布置作业，不得布置要求
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共同完成的非
实践性作业，不得布置超越学生实
际能力的实践性、综合性作业，不
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
该校把教师在作业设计和布置方面
的成绩、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纳入
学校年度考核，并作为职称评聘、
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
考。

保障措施到位，凸显特
色和亮点

云南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三
次研究部署“双减”工作。省委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牵头成立由有关部门
组成的工作专班，明确了工作职责，指
导各地推进“双减”工作。

印发 《关于切实加强义务教育阶段
作业管理的通知》《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
校作业管理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对学生作业的时长和教师作业设计、布
置、批改等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学校制定
作业管理办法，统筹作业管理。

今年 4月，云南省教育厅等七部门
联合启动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并组
成调研组，对各州市工作进行实地调
研。印发 《关于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
培训的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登记，
开展有关劳动用工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整治校外培训领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印发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一校一
案”全面落实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各校提前制定实施方案，做好
人员调配、服务时间、内容安排、相关
条件保障、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确保

秋季学期开学实现开展课后服务的学
校、有需求的学生两个“全覆盖”。

省政府大督查将“双减”工作纳入重
点督查内容。省政府教育督导办将“双
减”纳入督政、督学、专项督导工作内容，
并在今年秋季学期由委厅领导带队，对
全省16个州市进行了督导。

⋯⋯
一项项有力的保障措施，合力推进

“双减”工作。
实施“双减”以来，昆明市981所

义务教育学校均已建立作业管理制度，
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的学校有 981
所，占比 100％；课后服务由小学向初
中延伸，所有学校均制定了课后服务工
作方案，秋季学期全面开展课后服务；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业的学科类培
训机构数和参训学生数均逐步下降，全
市共有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
机构 684 个，已暂停营业或注销机构
198 个，占比 28.95％；教师和其他从
业人员由6664人减少到5175人，减少
了1489人，降幅22.34％。

楚雄州在官网上向社会发布了 《关
于公布中小学“五项管理”监督举报内
容、电话和邮箱的公告》，各县市和各
中小学校通过家长会和告家长书、公开
信等形式，为家长解读“双减”的意
义、要求和政策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消除认识误区，争取各方支持。

曲 靖 市 9 月 9 日 召 开 各 县 （市、
区） 教育体育局局长参加的推进会，全
面启动实施“双减”“双升”工作，并

在全省率先印发作业校内公示、通报参
考模板，统一格式、内容、要求，健全
作业管理制度；全市 1728 所义务教育
学校全部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作业
时间全部达标；目前，761396 人参加
课后服务，占比为 96.33％，其中每天
均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有 753546 人；
大力实施校园体育“321”行动计划，
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三大球”（篮球、
足球、排球）、“两小球”（乒乓球、羽
毛球或网球）、“一田径特色项目”建
设，培养特长，增强体质。

⋯⋯
“双减”工作持续推进，取得了良

好成效。截至 11 月 30 日，教育部“基
础教育管理监测平台”显示：云南省出
台作业管理办法的学校比例、建立作业
公示制度的学校比例、作业时间控制达
标的学校比例、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比
例、服务时间达标的学校比例稳步提
升，有效减轻了学生学业过重负担。全
省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已压减1624个，压减率64.89％，已
完成“营转非”机构301个。

“2021 年 11 月 23 日起施行的 《云
南省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办法 （试
行）》 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双减’工
作。”一名中央媒体驻滇记者评价。

（云 南 报 道 组 成 员 ： 本 报 记 者
连 保 军 王 珺 董 鲁 皖 龙 周 子 涵
贾蒙 龙德芳 李配亮 通讯员 何
元 统稿：本报记者 李配亮 通讯
员 何元）

学生负担减下来 教育质量升上去

“实施乡村振兴这个宏伟的工程，
并不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举动，而是从
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入手，从老百姓急
难愁盼的点上入手，循序渐进，以小见
大，最后促成乡村振兴的伟大胜利。”
在离省城长沙500余公里的龙山县尖
岩村，湖南省教育厅驻村第一书记麻
文君边走边说。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1 年 5 月初，
湖南省教育厅派出工作队进驻尖岩
村。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没有可借
鉴的样板，该从何处入手？摆在工作
队面前的是一连串的问题。

“小事、杂事、烦心事，就是乡村振
兴的大事。”工作队一开始就有了这样
的认识。

“八组的车路塌方了，现在车子不
能过了。”6 月 15 日，村部值班人员接
到群众电话报告后，工作队和村干部
立马赶到塌方现场，拉起警戒线，同时
组织在家的青壮年进行清淤疏通，第
一时间保障道路的畅通。

“这三组怎么随处可见垃圾？怎
么没有定点投放？”麻文君在日常走访
中问。当得知因为经费紧张，投放的
垃圾桶数量不够时，工作队立即决定
筹措资金购置垃圾桶，确保每户村民
家中都有免费垃圾桶可用，保障垃圾
能够定点投放。

今年下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为解决村民接种预防针乘车
不方便问题，工作队从客运公司租用车
辆，统一安排群众到疫苗接种点，确保

了该村新冠疫苗接种实现“应种尽种”，
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想到女儿，还是感觉到有点愧
疚，不能多陪陪她⋯⋯”聊到孩子，工
作队队员张晅亮的表情有点复杂。8
月，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张晅亮选择留
守驻地，没想到一留就是一个多月。
但他说，自己的坚守是值得的，自己的
小家要呵护，但是大家更要呵护。

当时，麻文君正居家隔离，他只能
靠电话工作。“每天麻队长的电话不少
于10个。产业路的近况怎么样，有没
有从疫区回来的，有多少人接种疫苗
了，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受到疫情的
影响，每件事都仔细询问。”该村党支
部书记李兵回忆。隔离期一到，麻文
君就火速赶回岗位，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
“遭遇车祸后，家里断了收入，医

药费成了一个大问题。多亏有工作队
的帮助，我的医疗费及时到位。他们还
经常跑到医院看我，问我是不是好些
了，还说会帮我处理好交通事故的后续
事宜，让我安心养病。”说起工作队，该
村村民皮小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实施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目的就
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我们的工作要从老百姓身边的小
事、琐事、烦心事入手，解决他们面临
的急难愁盼问题。伟大的事业必须高
瞻远瞩，但一定不能好高骛远，只有脚
踏实地，把每一件事落地落实，才能
水到渠成。”工作队的同志在日常工
作中总是这样告诫自己。

“小事杂事烦心事，就是乡村振兴大事”
——湖南省教育厅驻村工作队助力乡村振兴记

通讯员 李勇祥 本报记者 阳锡叶

（上接第一版）

睡眠管理：
全国 98.7％的学校建立了

学生睡眠状况监测制度
充足的睡眠，是促进中小学生大

脑发育、骨骼生长、视力保护、提高学
习能力与效率的关键因素。3 月，教
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强重
视、保时间、防干扰、提质量”4 个方面
共 7 条措施，要求各地各校严格规范
学校作息时间，落实3个“中断机制”，
要求作业、校外培训、游戏都要为学生
睡眠让路，切实保证学生享有充足睡
眠时间。

“睡眠时间管理成效逐步显现。”
吕玉刚在发布会上表示，学生睡眠管
理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普遍重视，全
国 98.7％的学校建立了学生睡眠状
况监测制度，96.1％的小学和 97.4％
的初中上午开始上课时间做到“小学
不早于 8：20，初中不早于 8：00”，少
数地区因为时差的原因制定了符合
当地实际的作息时间。7714 万家长
无记名问卷反映，秋季学期有 76.2％
的学生睡眠时长达到或接近“小学
10 小时、初中 9 小时”的规定要求，比
2020 年有关调查数据约提高了 36 个
百分点。

手机管理：

99.8％的学校严格执行了
学生手机管理规定

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手机如今
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然而，对
于中小学生来说，使用手机正在带来
诸多负面影响。今年 1 月，教育部印
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
作的通知》，明确了中小学生手机有限
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的管理要求，
提出了日常管理、教育引导、家校沟
通、监督检查等几方面的指导意见。

《通知》要求学校将手机管理纳入
学校日常管理，明确学生手机保管场
所、保管方式，提供校内公共电话、班
主任沟通热线等家长便捷联系学生的
途径，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

吕玉刚介绍，99.8％的学校严格执
行了学生手机有限带入校园、不得带入
课堂的规定，91.8％的学校设置了专门
的手机保管装置，学校普遍提供了学生
与家长必要时紧急联络的通道，秋季学
期普遍做到了不再用手机给学生布置
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读物管理：
99.63％的学校按照12条负

面清单对校园图书进行了清理
阅读，作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

有效途径，读物内容筛选、质量把控不
容忽视。3 月 31 日，教育部印发《中
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
明确了国家、地方和学校在课外读物
管理中的职责任务，加强了课外读物
进校园的渠道管理和过程管理，解决
了课外读物进校园的规范化和制度
化问题，促进中小学生多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与此同时，教育部建立
了国家、省、市、县、校五级课外读
物管理信息平台。截至 12 月 20 日，
已经有 32 个省级地区、368 个地市、
3116 个县区、20 多万所学校完成了
信息填报。

据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
亮介绍，全国中小学 88.4％的学校明
确了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工作的责任
部门；77.83％的学校建立了校本化的
推荐审核制度；全国 32 个省级单位、
365 个地市、3101 个县区设置了群众
举报渠道。

《管理办法》中的12条负面清单，
成为了各地各校开展校园阅读排查工
作的依据。据统计，截至 12 月 20 日，
全国 99.9％的中小学已经按照《管理
办法》开展了相关工作，有 99.63％的
学校已按照《管理办法》中列出的 12
条负面清单对校园图书进行了清理，
清 理 不 适 合 孩 子 阅 读 的 问 题 图 书
5000余种。

体质管理：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上升至33％
针对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

部在 4 月 19 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严格落实国家规定的体育与
健康课程，确保不以任何理由挤占体
育与健康课程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
同时，《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
工作方案（2021—2025 年）》《〈体育
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
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
配套文件出台，并将全面提升学生健
康素养纳入高质量教育体系。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呈
现逐步提升的趋势，其中优良率由
2016年的26.5％上升至目前的33％，
上升了 6.5 个百分点。各学段学生超
重和肥胖的比例、视力不良率呈逐年
下降趋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风林介绍，目前
体质健康管理工作已经纳入地方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评价考核体系，全
国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得到有效
保证，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质量得到
提高。

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

（上接第一版） 从严审批和管理校外培
训机构，摸排存在不规范办学行为的校外
培训机构1701所，整改完成1701所，约谈
企业272次。突出“双升”抓落实。全省共
有12002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参与教师 35.3 万人，聘请校外专业人员
8242人，服务学生540多万人。开展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优质均衡发展监测，落实
考试成绩等级制要求，着力提升学生课堂
学习效率。全面推进教师“县管校聘”和
校长职级制改革，探索教师“省管县用”

“省管校用”对口帮扶机制。
三是积蓄“双减”长效之势。加快

教育评价改革。通过深化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优化中考科目分
值，将体育科目分值增至 100 分。改革
高中录取方式，引导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加强专项督导检查。省政府大督
查将“双减”工作纳入重点督查内容，省
政府教育督导办将“双减”纳入督政、督
学、专项督导工作内容，建立“双减”有关
工作信息的月报、周报和日报制度。加
强“双减”工作保障。云南出台课后服务
经费保障办法，由财政给予补贴或采取
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
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
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加强校外培训广告
监管，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

“双减”是一场观念和行动上的变
革，云南各级教育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
勇于担当的精神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坚
决打赢边疆民族地区“双减”攻坚战。

（作者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

打赢边疆民族地区“双减”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 她强调，30年再出发，要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上有新实践，在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教育系统关工
委工作高质量发展上呈现新亮点，在提升
关心下一代工作保障力上实现新突破。

大会还对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突出贡献
者进行了通报表扬。中国关工委办公室
相关负责同志、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副主任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会议，各省教育部门和教育系统关工委
相关负责同志，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关负
责同志、关工委负责同志和“五老”代
表近2300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深入推进新时代关工委工作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高密市开发区小学筹措资金 10 余万元，购置 400 多张午休床及配套设
施，着力为学生打造温暖、整洁的午休环境。图为 12 月 21 日，值班教师给孩子们
整理被子。 李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