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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指导下，围绕“破难
题、建体系、创经验、当示范、做推广”工作要
求，高标准建设全国青少年学生视力健康管
理示范区，有效维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综合施策，建立政府主导工作体系
武汉市成立由分管副市长担任主任，卫

健、科技、财政等多部门参与的儿童青少年视
力健康管理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制发《实施细则》《考核
办法》等系列文件，将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区、
校绩效考核，推进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
工作落地落实。

公益保障，构建综合防控服务网络
近年来，武汉市充分发挥青少年视力低

下防制（预防控制）中心作用，为儿童青少年
提供视力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动
态管理等基本公益服务。组建区级学生视力
健康管理工作站，为学校开展学生视力健康
管理提供专业指导服务。建设220个智慧化
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校长工作室，为在校学生
提供视力自测和健康素养自我评价，形成学
校自主管理工作新常态。

智慧管理，实现线上线下全程管控
近年来，武汉市开发视力健康智慧化管

理平台，对学生视力、阳光运动及相关影响因
素进行监测，为儿童青少年建立视力健康电

子档案，形成动态、完整的监测数据。通过平
台实时推送区、校、班级《学生视力健康状况
监测报告》，促使各方优化日常近视防控工
作，并为考核评估提供依据。通过微信公众
号向家长开放孩子视力监测数据、眼屈光发
育趋势和个性化干预建议，推动家长参与孩
子近视防控。

体教融合，丰富教育管理防控载体
武汉市组建了由专家、校长、学生、家长

组成的视力健康宣讲团，多方式、全方位开展
宣传教育。每年联合电视台播放学生与家长
视力健康课，共计 1000 多万人次收听收看。
每年举办“乒视力”“羽视力”等体育赛事，开
展阳光大课间，做好眼保健操，切实落实“双
减”政策，保障充足睡眠时间，让学生眼睛得
到放松和休息。选拔班级“学生视保员”，配
合班主任对学生用眼行为、坐姿、眼保健操等
进行监督管理。

科学防控，制定专业引领行业标准
组建由公共卫生、教育管理和眼视光等

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提供决策咨
询和专业指导评估与培训。大力推进近视防
控科学研究，获得国家专利多项，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出版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管理系列读本。受教育部委托
制定 《学校视力健康管理基本工作规范》，
制发 《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技术服务规
范》 团体标准，在省内外多个地区得到广泛
应用。

筑牢共管责任体系 齐心守护孩子光明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呵
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
来”的重要指示精神，温州市于 2018 年 8 月
在全国率先启动“明眸皓齿”工程。5 年来，
温州市创新打出近视综合防控“组合拳”，基
本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教医协同、五方
协作、家校联动”的近视防控“温州模式”。

一是先行先试。率先实施“明眸皓齿”工
程，连续5年被列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温
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推动，充分
发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专业优势，
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近视综合防控“温
州经验”。全市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从2018
年的54.5%降到2022年的49.88%。

二是示范引领。2021 年 5 月，温州市被
教育部认定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
先行示范区，印发了《关于中小学生视力监测
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推广至全国，统
一开展每年四次学生视力监测。

三是科普推广。创新实施“科普基地+志
愿队伍”眼健康科普模式，牵头成立全国眼健
康科普馆联盟、大学生近视防控宣讲团联盟，
在全国指导建设40余家眼健康科普馆，吸引
71家高校加入联盟，受益人数过亿。

四是科技赋能。利用“中国眼谷”科创平
台，集聚 100 多家与近视防控密切相关的高
精尖企业，加快近视防控药、械等相关设备的
研发、转化和生产。

五是人才培养。温州医科大学在全国首
创建立眼视光医学专业，目前已培养5000多
名眼健康领域专业人才，推动全国33所高校
设立眼视光医学专业，百余所高校开展眼视
光高等教育。

经过多年实践，温州市在以下方面取得
了可喜的经验：

一是全覆盖普查，数字化支撑，打造学生
视力精密智控体系。率先开展中小学生近视
普查，创新开发全国首个集“筛、防、控、诊、治”
于一体的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信息平台。截至
目前，共完成10轮全市域、超百万、高时效的
视力普查工作，构建“一生一档、档跟人走、不
可修改”的学生视力健康档案。

二是全场景防控，标准化引领，探索学生
近视防控标准体系。投入校园视觉环境改造
经费3.33亿元，完成教室灯光改造2.78万间，
置换可调节课桌椅46.1万套，配置护眼交互式
多媒体0.85万台。在全国率先将眼健康知识
融入体育、科学等不同学科中。

三是全方位联动，闭环化管控，完善学生用
眼科学管理体系。深入开展“百场宣讲进校园”

“百名博士下基层”“百万基金助光明”等系列爱
眼行动。严格落实“双减”政策，实施开足开齐
体育课时、每天30分钟体育大课间活动、课堂教
学电子产品规范使用等规定。深化体教融合，
以超常规力度推广校园阳光体育运动，广泛开
展“国球护眼球”等视觉追踪类项目。

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贡献“温州力量”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2018 年以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 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加
强市场监管，扎实推进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取得了明
显进展。

突出政策保障，明确工作任务
近年来，印发了市场监管系

统 《贯彻落实 〈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行动方案》

《贯彻落实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实施方案〉 重点任务分
工》，提出落实举措，细化责任
分工，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市场监管。同时，配合教育部、
卫健委每年对各省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情况进行评议考

核，压实压紧责任。
强化监督检查，落实主体责任
2019 年以来持续开展眼镜制

配场所计量专项监督检查，累计检
查眼镜制配场所 12.75 万家，眼镜
制配计量器具 39.89 万台、查处不
合格计量器具 2.14 万台；组织开
展眼镜相关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
查，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生产经
营企业依法进行处理。2018 年以
来持续开展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加强对青少年
近视防治相关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
监管。

加大执法力度，打击违法行为
部署开展执法稽查工作。将儿

童用品纳入市场监管系统执法稽查
工作要点，每年部署开展质量、计
量、认证领域执法稽查工作。

开展涉近视防控产品虚假违法

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共办结相关违
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案件 313 件，
罚没款 677 万元，曝光典型案件
35件。

严厉打击使用误导性表述对近
视防控产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共查处相关案件 68 件，罚没金额
292万元。

强化技术支撑，提高服务质量
一是开展近视防控标准化工

作。成立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眼镜验配服务分技术委员会，夯
实相关领域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基
础。批准发布了 《读写作业台灯性
能要求》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 《眼科
光学模板》 等多项推荐性国家标
准。二是开展近视防控认证工作。
指导成立全国视觉健康近视防控认
证联盟，开展读写台灯、眼视光产
品等认证工作。

发布消费提示，加强宣传教育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 《科学

预防青少年近视，需要让孩子们这
么做》 等多项消费提示，同时在抖
音、微信视频号、微博视频等平
台，提醒家长和孩子们如何科学有
效保护眼睛、预防近视。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按
照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
明 行 动 工 作 方 案 （2021—2025
年）》 等一系列文件部署要求，
认真抓好相关工作任务的贯彻落
实。在严格监管验光配镜行业、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支持和引导
相关认证机构大力推广眼视光产品
及验光配镜服务认证、加强对防治
青少年近视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监
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医
疗器械质量安全。

加强近视防控市场监管 呵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近年来，山东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教育部工作要求，坚持
全方位协同、全流程管理，获批
建设全国唯一省级改革示范区。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顶层设计
山东省委、省政府将近视防

控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
由教育、卫生健康、体育等部门
组成的省级工作领导小组，推动
建立省、市、县、校四级工作体
系，统筹指导近视防控工作。出
台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和近视
防控推进计划、省级改革示范区
创建方案等系列法规文件，明确
了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总
体目标、重点任务和推进措施。

强化督导考核，将近视防控水平纳
入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
系，对学生近视率连续两年上升的
市县政府降低一个评价等次，倒逼
防控责任落实。

加大投入力度，优化视觉环境
2018 年以来，全省累计投资

248.14 亿元，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
弱环节改造与提升工程，为3233所
薄弱学校改造升级采光照明条件。
投入专项资金9.06亿元，为13.51万
间教室安装护眼灯，配置护眼黑板
11.83万块、可调节课桌椅162.11万
套，惠及中小学生 600 余万人。省
级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资金，支
持各地以改善视觉环境为重点探索
近视防控有效经验模式。

深入宣传科普，树立科学理念
山东省组建了省市县三级近视

防控宣讲团，由教育部门工作人
员、医疗机构专家、中小学 （幼儿
园） 校 （园） 长、大学生、家长等
担任宣讲团成员，深入学校、社区
开展宣讲 5800 余次，300 余万名
师生家长听取宣讲；编写制作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系列丛书、规
范写字挂图和动画视频，组织中小
学生到眼科博物馆、科技馆进行实
践研学，在山东教育装备博览会设
立近视防控展专区，参展超过 20
万人；推动区域近视防控经验交流
互鉴，发起并承办首届沿黄河九省
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论坛；
制作 《新课堂·健康校园》 电视节
目，累计播出近百期，受众超过
1000万人次。

坚持精准防控，创新防控举措
健全筛查建档机制，全省 0—

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达 97.29%，中小学生每学期进行
2 次视力筛查，实现全省 1482 万
名中小学生 100%建立电子视力档
案。精准有效预警预防，根据筛
查结果，针对不同近视发展阶段
学生，形成风险等级报告并反馈
至师生家长，指导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推广
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视
觉追踪类运动项目，使学生养成终
身 锻 炼 习 惯 。 做 好 科 学 矫 治 工
作，组织编写 《儿童青少年近视
中西医结合防控诊疗指南》，是全
国首批由 3 个一级学会共同发布
的近视防控诊疗指南。依托全省
107 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
积极推广近视防控适宜技术，培养
各级技术骨干5万余人。

全方位协同 全流程管理 切实抓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山东省人民政府

多措并举助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取得新成效
——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推进会交流发言摘登

国家体育总局一贯高度重视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作，五年
来，国家体育总局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
述，贯彻落实 《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着力推动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高
质量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法
律政策体系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确立了
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
的原则，青少年运动促进体质健
康有了法律层面的保障和支撑。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教育部等部门印发了 《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意见》《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

后服务水平 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
长的通知》，出台了 《课外体育培
训行为规范》 等政策文件，持续深
化体教融合，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
参与校内外体育健身活动，为青少
年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突出问题导向，推动体质健康
关口前移

2021 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
围绕青少年近视等问题在部分省
份开展体育干预试点，覆盖近 3
万名学生。经过体育干预，试点
地 区 青 少 年 视 力 不 良 率 显 著 降
低，并在上海等5省市推动运动健
康中心试点，开展面向包括儿童青
少年人群的运动促进健康和体育科
普服务。

制作“近视防控”“脊柱健
康”等干预健康操，组织专家团队

编写出版 《儿童青少年运动健康促
进指南》 等系列科普读物22册。

构建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的
“云科普”平台，开展科普动画短
视频展播和专家直播科普活动，覆
盖量超过3.45亿人次。

打造“奔跑吧·少年”品牌活
动，促青少年科学健身

联合教育部等 5 部门开展全国
“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
推动各地广泛开展各类儿童青少年
赛事活动。3 年来，参与活动青少
年超过 1 亿人次。2023 年组织部
分高校的9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前
往 8 省 （区） 开展体育支教志愿服
务，为农村边远地区儿童青少年提
供优质体育教学与赛事活动。

扩大场地设施供给，保障青少
年体育锻炼空间

近 5 年，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有
关部门投入136亿元建设群众身边
的场地设施，配置适宜青少年使用
的足篮排、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
设施。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
升行动”（2023—2025 年）。补助
1400 个县级行政区域的 2491 个公
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持续拓展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
场地。

今后，国家体育总局将深化落
实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在加大政策研制和督导力
度、落实体教融合要求、继续实施
重点项目、建立完善青少年体育活
动体系、持续推进体育支教志愿服
务、广泛开展青少年科学健身科普
等方面下功夫，切实履行体育部门
职责。

扎实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高质量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

海南省近年来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综合防控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实 施 方 案》。
2018 年至 2022 年，海南省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逐年下降，分
别为 48.29%、44.87%、41.57%、
39.23%、32.45%，下降幅度始终
在全国保持前列。

高位引领、完善机制，健全
近视防控工作体系

海南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全面推动“双减”工作，
大力推行“阳光快乐”教育，把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成立省政府分管领导任
组长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县政府参照

成立当地工作领导小组，着力构建
“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协同配合”
的工作推进机制。先后以省政府名
义出台 《海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3
年）》《近视防控工作指南和近视
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办法》 等系列文
件，明确总体目标和市县、部门、
家庭、学校、学生的具体责任。

加大投入、优化条件，系统推
进近视防控工作

海南省坚持把视觉环境改善作
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的
重要内容，统筹安排资金用于学校
视觉环境改善，连续 6 年将呵护好
孩子们的明眸“视”界作为省委、
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不断加大
条件保障投入力度。

2018 年以来，已累计为 162
万人次中小学生定期开展眼疾病筛
查，做到及时干预矫正。近 3 年累
计投入1.1亿元。2022年为全省中
小学分区域配备418套视力监测设
备 ， 培 训 3257 名 校 医 等 工 作 人
员。2022年以来，累计投入1.5亿
元用于改造 1 万余间中学教室照
明，推动实现全省中学教室全部达
到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精准施策、加大宣传，凝聚近
视防控工作合力

省委书记担任省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海南省建立了 21 个部门组成的省
级“双减”专门协调机制。构建“1+
N”的“双减”政策制度体系，扎实推
进校内“三提高”与校外“三限制”，
将原有863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

培训机构减少至 68 个。应用全国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平台，加强对中
小学生作业、手机、睡眠的管理监
测，丰富课后服务活动，引导学生积
极参加各类活动锻炼。

通过编写中小学健康教育教
材、制作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动画
宣传片、组织专家开展针对性宣讲
等方式，推进视力健康宣传教育进
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
不断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
会联动、家校共治的宣传引导工作
格局。

5 年来，海南省在完善制度、
部门联动、试点推进、改善视觉环
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
些经验做法，但仍需要继续努力，
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推
向更高水平。

全力呵护好孩子们的明眸“视”界
海南省人民政府

湾塘小学是一所边疆、民族、乡村寄宿制
小学。近年来，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体育和近视防控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要求，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
体育为抓手，抓实近视防控工作，促进“五育
并举”落地见效，让每一名学生健康快乐成
长。近 3 年来，全校 536 名学生没有一个“小
眼镜”，学生视力均为5.0及以上。

体育锻炼抓得“勤”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双减”工作和“学生

每天课外锻炼不少于1小时”的要求，用好用
足课间休息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锻
炼。下课铃一响操场瞬间被“点燃”，学生们
在绿水青山环抱的校园中锻炼身体：女生盘
起腿跳“编花篮”；男生组队打三人篮球；乒乓
球台前，孩子们排着长龙打擂台。孩子们每
天锻炼时间均在 3 小时以上。同时，学校创
新开展绿色课堂，把音乐、美术、阅读、科学等
课堂搬到山间河畔，让学生们在亲近大自然、
感受大自然中学习。

合理膳食抓得“好”
学校认真落实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寄宿

生生活补助政策，因地制宜合理搭配膳食，让
学生吃好、吃得健康。中餐和晚餐保证“四菜
一汤”，严格控制糖、油摄入量，让孩子们多吃
牛肉、羊肉等富含锌的肉类，多吃胡萝卜、南
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早餐和运

动后加餐让学生多吃鸡蛋，周末放学和假期
放假给学生发鸡蛋在回家的路上吃，增强体
质让学生“壮起来”的同时，也保护了视力。

睡眠时间抓得“足”
学校注重培养学生健康行为习惯，新生

一入学就开展健康行为养成专题教育，建立
五、六年级学生“一对一”帮带新生机制，帮助
新生在短时间内学会基本生活技能，逐步养
成每天 6:30 准时起床、6:50—7:20 全体学
生早操跑步、12:30—13:30 午睡、21:00 熄
灯睡觉的作息习惯，保证所有学生每天的睡
眠时间都在10个半小时以上。

手机管理抓得“严”
学校严格执行“严禁学生把手机带进校园”

的纪律要求，除了上课使用电子白板和信息技术
课外，学生其他时间几乎与电子产品“绝缘”。

劳动实践抓得“实”
学校不聘请保洁员，利用文化课间隙，

由老师带领学生开展清垃圾、扫厕所、清理
洗手盆、整理宿舍内务等劳动。开展绿化美
化校园、包饺子、包粽子、蒸苗家花米饭等
特色劳动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受教育，
从而爱上劳动。

视力筛查抓得“准”
学校明确专人负责视力筛查监测工作，

每学期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一次视力精准筛
查，邀请专家开展一次针对性指导，向家长反
馈一次视力筛查情况。

创造边疆民族地区“零近视”样板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湾塘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