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禹跃昆 编辑：郑亚博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2023年6月12日 星期一 03新闻·地方

“我要保护自己的眼睛，就像爱护
自己的生命，拥有明亮清澈的双眼，世
界才会更美丽⋯⋯”这是济宁学院附属
小学的学生最近吟唱的近视防控主题歌
曲 《光明的未来》，也是山东省济宁市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六个一”活动内
容之一。

作为首批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改革试验区，山东省济宁市近年来坚持

“政府主导、部门协作、预防为主、全
员参与”的原则，把近视防控工作纳入
市政府年度工作重点部署，制定了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成立了
由分管市长任组长的济宁市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压紧压实市、
县、校三级责任。创新实施近视防控

“365行动”。
济宁市教育局局长王洪正介绍，

“365 行动”即：“3”是实行三级管理
制度，“6”是近视防控“六个一”活
动 ，“5” 是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防 控 的

“5C”工作模式。通过“365行动”，带
动近视矫正率“跑赢”近视率，构建儿
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生态圈。

济宁市政府授权市教育局、卫生健康
委与县 （市、区） 政府签订了 《全面加强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书》，将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

“对未实现年度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目
标，或排在后位的县 （市、区），由市政
府授权市教育局、卫生健康委进行通报、
约谈；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两
年下降的县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
责。”王洪正说。

在这一框架下，县 （市、区） 政府主
要负责人亲自抓起了近视防控工作，各县
区和学校积极开展近视防控主题活动，把
工作中的短板弱项补起来。

在具体实践中，济宁以学生体质健康
过程性评价、学校健康工作捆绑式评价、
体育家庭作业试点等为突破口，充分用好

“双减”政策带来的“护眼红利”，保障学
生每天在校内、校外的体育锻炼时间，确
保睡眠时长和用眼健康。

今年 3 月份以来，济宁深入组织开展
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六个一”系列活动，
即上好一堂视力健康课、组织一次家长宣

讲、开展一次校园宣传、进行一次国旗下
讲话、合唱一首 《光明的未来》、组织一
次眼保健操比赛活动，将近视防控知识纳
入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和中小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

“现在孩子们近视多发，家长非常揪
心，今天听班主任介绍了全市近视防控的

‘5C’工作模式，我们也放心多了。”近
日，在济宁市北湖实验小学的近视防控专
题家长会后，该校学生王嘉宁的妈妈说。

王 嘉 宁 妈 妈 所 说 的 “5C” 工 作 模
式，即“控防优先、宣教引领、专业矫正、
合作共治、中医特色”5 个词组的英文首字
母 C 的简称。“通过这一工作模式，构建起
政府、学校、医疗机构、学生、家庭、社会等
多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把资源力量聚
起来，带动近视矫正率‘跑赢’近视
率。”济宁市教育局副局长褚福梅说。

其中，济宁率先启动了学生食育工
程，优化学生膳食结构，提升护眼“软环
境”；同时，将改造提升教室照明条件、
中小学校运动场地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
今年实现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标准 100%达
标，为改善护眼环境提供“硬保障”。

同时，针对一些学生缺少系统科学的
爱眼护眼知识的问题，济宁市聚焦“宣传
引领”，邀请了公共卫生、眼科、中医药等
相关领域专家，成立市、县、校三级宣讲
团，建起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构
建了近视防控科普“新矩阵”。自 2022 年
以来，市级宣讲团已开展近视防控宣讲
240 余次，各学校利用健康教育课等全方
位宣传教育，增强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意
识。

济宁还成立了全市近视防控专家委员
会、专家志愿服务团，开展全市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科学性和规范性的监督检
查、评估，对校医、教师进行专业培训，
实行学生近视患病情况年度监测公告制
度。目前，已建立“一生一档”中小学生
视力档案178万册，选取试点学校进行跟踪
研究。

“此外，我们还立足中医‘治未病’理
念，用好用活‘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小
儿推拿防控市级基地’，中西医结合一体化
综合防治近视，综合运用多种中医疗法缓
解儿童青少年视力疲劳，助力保护‘未来
之光’。”王洪正说。

山东济宁构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生态圈，带动近视矫正率“跑赢”近视率——

“365 行动”呵护明亮双眸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丁大庆 张雪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教育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保障学生
生命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采取一系列措施，从严从实从细从快做
好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学生溺水事件发生。

据了解，该州下发防溺水工作提示，向全州家长发放 《致
全州学生及家长防溺水教育一封信》《致家长的一封信——防
溺水安全教育》。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预防溺水
安全专题教育256场次。各级各类学校在放学、放假前等关键
时间节点，做好预防溺水“六不”宣传，介绍预防溺水安全常
识，确保预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一名学生。

为确保防溺水工作落实到位，该州各县市教科 （育） 局提
请属地党委和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要求，明确了教育、公安、民政、水利等部门
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职责分工，压实责任，落细举措，形成
联防联控、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同时，密切家校联系，督促
家长加强对孩子节假日的管理。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家校常态化
联动机制，通过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反复提醒家长加
强对子女预防溺水的教育管理，督促家长增强安全意识、履行
监护职责，切实做好学生放学后、节假日的安全管护。告知家
长务必承担起学生离开学校后的看护和教育义务，落实家长家
庭教育和监护责任。

据悉，该州教育局积极推行“1530”安全教育模式，即
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每个节假日放假前30
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并抓好重点时段防溺
水工作，每年暑假前至少召开一次家长会、发放一封致家长公
开信、定期发布安全提示，督促每一位家长履行好假期监护责
任。

新疆巴州

推行“1530”安全教育模式
做好预防学生溺水工作

一地一馆一地一馆

图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学生走进地震科
普馆，通过模型了解地球内部构造。近日，通顺街小学开展

“防灾减灾日”主题教育，通过参观地震科普展品、体验地震
科普装置等，提高孩子们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自救避险的能
力。

丁根厚 摄

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文繁荣，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有赖于丰厚的人文底蕴作支撑。中国教育报新闻·地方版隆重推出
“一地一馆”系列报道，呈现各省份重点地区如何推动中小学与当地博物馆、美术馆、音乐馆、少年宫等场馆进行深度
合作，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接受音乐、美术、书法等各式人文教育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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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朝霞）
原则上每校必须至少配备一名
专职劳动教育教师，超过一定
规模的学校，应增加配备专兼
职劳动教育教师。日前，上海
市徐汇区教育局发布 《徐汇区
学校劳动教育改革和发展三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下称 《计划》），明确
了今后三年徐汇区构建贯通一
体、开放协同、评价科学、保
障有力的劳动教育工作格局的
具体举措。

《计划》 明确，中小学校
要统筹课时安排，每学期开足
12 课时劳动教育公共必修课
程及 6 课时劳动教育特色必修
课。落实 《徐汇区劳动课程实
施方案》，强化学科德育渗
透。各学科教师要更新劳动教
育观念，挖掘各学科教材中的

“劳动育人点”，引领学生体验
劳动，理解劳动。

校园卫生保洁、绿化美
化、图书整理、食堂帮厨⋯⋯

《计划》 提出，学校要科学设
计校内劳动项目，充分发挥劳
动教育的育人功能，合理安排
劳动时间及强度，强化劳动教
育实践性，以班级为单位制定
学生每日劳动常规任务单及学
期劳动任务单，让学生在实践
中逐步掌握劳动本领，养成劳
动习惯。区教育局综合教育科
牵头制定分学段校外劳动教育
实践清单，确保每学期组织学
生参加一次集体劳动教育实践
活动，丰富学生劳动体验。

《计划》 要求，各校要建
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师
资队伍，师资配备逐年达标。2024 年起，将师资配备情况纳
入督导底线指标。通过保障专任教师职称评聘、细化工作量认
定等方式强化教师成长激励，完善评价标准，明确岗位责任。
鼓励学校聘请劳动模范、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等担任劳动课
兼职教师。

此外，要进一步整合企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社区街
道等资源，遴选一批多样可选、特色鲜明的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纳入徐汇区校外劳动教育实践清单。紧跟徐汇建设科创中
心重要承载区的步伐，积极挖掘“漕河泾、枫林、徐汇滨江”
三大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可利用资源，逐步发
展形成区校有特色、基地有品牌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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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中小学生参加一年一度
的“阳光杯”科技大赛，小选手全神
贯注。

▼朝阳区科技社团活动，科技
“小达人”正研究修改制作方案。

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供图

“那个大圆球是什么呀？”“在学校
能看电影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实验
小学的学生在科技教师刘诺的带领下走
进摇身变成“科技大篷车”的学校体育
馆，近 20 件微型科普仪器摆放在四
周，中间就是“5D球幕影院”。学生们
兴 奋 地 观 看 了 天 文 科 普 片 《宇 宙 星
系》，感受宇宙的博大与神秘，沉浸式
体验“天鹅绒触觉”“磁力传动摆”等
科普仪器的神奇。

这是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联合吉林
省科技馆开展的“探索科技 走进科技
的奥秘——科技大篷车进校园”科普活
动中的一幕。“把科技馆搬进校园”是
朝 阳 区 中 小 学 馆 校 合 作 特 色 活 动 之
一，自 2017 年开展联合联办活动以
来，吉林省科技馆作为“朝阳区中小
学校外育人联盟”单位，“科普大篷
车”已先后走进朝阳区 20 余所中小
学，近 10 万人次的中小学生到吉林省
科技馆参加过主题实践学习。

拓展科技教育渠道
全力促进学生成长

“吉林省科技馆是23家联盟单位中
最活跃的单位，每年定期和各中小学开
展活动，将‘科技大篷车’开进学校，
将最前沿的科技知识普及给学生，学生
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将书
本中、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体验中
印证和升华，同时能接触到书本中所没
有的知识，科技视野得以拓展，科技兴
趣得以培养。”朝阳区教育局德体艺卫
科赵庆全向记者介绍。

近期，吉林省科技馆邀约朝阳区广
大中小学生和科普爱好者，参加 2023
年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筑梦航
天”主题作品征集活动。朝阳区解放大
路小学科技辅导员张萌正和学校科技社
团的同学们一起筹划作品创作，学生马
御钧说：“我要把咱们的社团活动拍成
视频作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科技梦
想！”朝阳区明德小学将五年级的综合
实践课搬到吉林省科技馆，孩子们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 《船的历史》 图
片展，了解制作船舶的不同材料。该校
学生李浩嘉兴奋地说：“到这里学习，
我知道了船的发展史，还动手制作了动
力小船，太酷了！”

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全面审视和把
握学生全面发展新需求与素质教育的新
要求，早在 2017 年，就本着“走出去
办教育”的思路，借助长春市丰富的社
会资源优势，先后与吉林省科技馆、长
春市图书馆、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等
23 个社会机构签约，成立“朝阳区中
小学校外育人联盟”，立足教育性，注
重趣味性，突出实践性，确保安全性，
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学习载体和多维的实践空间。

提升教师专业技能
助力打造科技校园

“科技教育依托课堂又超越课堂，现
在很多学生参加各类科技大赛，教师有
更专业的技能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
步，这样的教师培训实在是及时雨。”朝
阳区安民街小学校的教师杜国乐告诉记
者，“科技辅导员们普遍表示受益匪浅。”

“我把培训中学习到的方法和妙招
用到科技社团中，学生特别感兴趣。还
带出了一支参赛队伍。”朝阳区艳春小学
教师周潞告诉记者。她的学生多次在物
流机器人、FLL 工程挑战比赛中取得好
成绩。如今，周璐不仅是学校科技学科
骨干教师，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优秀教练员，还拿到全国物流机器人
竞赛四星级裁判资格，多次在国家、省市
科技比赛中担任裁判或裁判长。

在馆校共建活动中，朝阳区教育局
依托吉林省科技馆强大的资源优势，举
办了多期朝阳区中小学科技辅导员专题
培训，以教师周潞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在
培训中得到历练和成长。

去年 9 月，在吉林省科技馆的大力
支持下，朝阳区 80 多名科技辅导员参
加了第九届中小学科技辅导员专项技能
培训。吉林省科技馆副馆长马晓健从
全国未来工程师大赛参赛项目、科技
发明创新方法等方面给科技辅导员作
专项培训。依托吉林省科技馆的专业培
训，朝阳区各中小学科技社团“遍地开
花”，科技活动蓬勃开展，目前朝阳区
已形成“一校一品”科技教育工作格
局，被评为长春市首个“青少年科普教
育示范区”。

“科技辅导员是校园科技教育最关

键、最活跃的因素，有高素质的科技辅导
员，才能培养出热衷于科学探究、有创新
思想的学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
省科技馆的深度合作，不断扩大全区中小
学科普活动范围，同时从多方面多领域对
全区中小学科技辅导员进行培训，努力打
造一支稳定的、专业素养较高的科技辅导
员队伍。”朝阳区教育局德体艺卫科科长
王伟告诉记者。

联合举办科技大赛
聚力携手以赛促培

朝阳区各中小学的“科技小达人”异
常期待年末，这是因为学校在每年的 12
月份都会举办“阳光杯”科技大赛，迄今
已经开展了5届。朝阳区各中小学校累
计 2000 多名通过学校初赛选拔的学生
参加过 4D 空间结构无动力竞技车、投
石车、机器人相扑对抗、遥控飞机等项目
的角逐，单项比赛凸显个人风采，团队项
目考验协作能力，小选手们纷纷拿出“看
家本领”迎接挑战。

朝阳区艳春小学科技社团集结了一
批“小能人”，该校学生王健皓在学习了
编程后，兴趣倍增。此后，积极参加学校

组织的科技培训和比赛，在科技辅导员
的培养下飞速进步，获得长春市首届编
程大赛二等奖、全省编程创意大赛一等
奖。学校科技辅导员周璐自豪地说：

“2022 年 10 月，在中国物理学会组织的
‘科学在身边’短视频征集活动中，科技
社团多名学生获得了一等奖和优秀奖。”

“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
爱好，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思想、科学
态度，增强青少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是科普工作者和社会相关部门的职
责与使命。”吉林省科技馆馆长郝鹤向
记者介绍，朝阳区教育局在馆校合作的
实践探索方面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未来，朝阳区教育局将在扩大育
人覆盖面、增强育人合力上下功夫，继
续扩大与文化单位、教育场馆、艺术团
体、旅游景点等机构的合作和融合，把
校外教育基地作为课堂的有效延伸，把
实践学习作为教育教学的有益拓展，开
发健全与学科课程同步发展的社会实践
课程体系，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
备、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校外教育
网络，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外教育活
动中，愉悦身心，健康成长。”长春市
朝阳区副区长，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迟铭海说。

长春市朝阳区馆校携手成立校外育人联盟，为学生提供多维实践空间——

“科技大篷车”开进校园
本报记者 李莹 刘少利 通讯员 李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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