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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

如 果 你 觉 得 它

美，那么它一定

暗合了某种美的

规律。家庭教育

也一样，一个孩

子从呱呱坠地到

健康幸福地长大

成人，他在成长

过程中受到的呵

护一定暗合了自

然发展的规律。

母婴关系决定人生的起点。孩子通过内化与父母的

情感关系来学习成长，童年的关系模式与长大后的事业、

婚恋、养育等，有着丝丝入扣的对应。

爱孩子，便“如他所是”，而非“如我所愿”；爱孩子，也

是爱自己内在“受伤的小孩”。 （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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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13项举措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加强监护安全、营造安全成长环境、定期

关心关爱帮扶……笔者日前从省民政厅获悉，

省未保委办公室于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

人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推出13项务实举措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监护安全方面，我省明确落实家庭主体责

任、报告处置责任、国家监护责任3个方面责

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履行监护责任，

失职监护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国家机

关、村民（居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责任，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举报后

要依法依规立即进行处置。民政部门要依法

履行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职责，为因重大自

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提供

临时照料。成长环境方面，各地要加强校园

学生安全、网络环境整治、机构安全管理、社

会环境治理、心理健康关爱、暑期安全防范、

精神素养培育7类安全保护，护航未成年人安

全健康成长。

根据部署，各地要围绕重点人群做好定期

走访摸排、分类保障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农村

留守儿童3项工作。要按季度对农村留守儿

童、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

儿童基本情况进行摸排，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

改，同时将未成年人作为社区疫情防控重点人

员优先保障。要加强信息比对、主动发现，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

范围，并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让残疾

儿童家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要构

建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照护的监督机制，落实定

期走访、个案会商、评估帮扶等制度，组织开展

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动员党员干部与农村

留守儿童建立帮扶联系机制。

（李明杰 吕金兵）

督查“有偿补课”违规行为
“对中小学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和从事有偿补

课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双减”后的第二个暑

期，除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之外，合肥市也对在职教师

“有偿补课”等违规行为加强督查。今年暑假，合肥市教育局

积极组建9个督查组，在暑假期间和秋季学期持续开展在职教

师“有偿补课”和“谢师宴”等专项治理工作督查。

笔者了解到，针对有偿补课等问题，早在今年6月份，合肥

市教育局就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小学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

构兼职和从事有偿补课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治理工作

重点、组织实施流程以及查处问责程序等。

“从市教育局公布的举报电话、12345市长政务直通车以

及省教育厅厅长信箱、国务院互联网+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

全市师德师风投诉举报量明显减少，学校从事教育教学行为

更加规范。”合肥市教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刘梅梅）

亳州市

开展优秀童谣创编征集活动
8月3日，亳州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委对征集到的170件

符合主题要求的童谣作品进行评审。

为提高孩子们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推进幼小

科学衔接和童语童音专项工作深入开展，丰富教师和孩子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亳州市教育局由市教科所牵头组织开展了

全市优秀童谣创编征集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幼儿园和

小学低年级教师积极参与，踊跃投稿，报送了一批符合活动主

题要求的童谣作品。

本次童谣作品围绕安全教育、行为习惯、文明创建、游戏

生活和社会道德五大类进行征集。这些童谣作品通过唱、学、

编、画、演等形式展现，彰显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

面貌。亳州市教科所抽调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对征集到的

作品进行评定，并整理汇编主题突出、言简意赅、琅琅上口且

富有感召力的优秀作品，积极向全市推广。（锁孝雯 张秀礼）

教育部将遴选首批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
笔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遴选2022年全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的通知》，

部署遴选和建设首批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基地。2022年首批遴选30

个左右。

根据通知，遴选和建设基地的宗旨

和目标是依托基地，总结近视防控成功

经验和模式，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充分

发挥专业引领优势，着力破解近视防控

难题，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工作水平。通知明确了基地的遴选

原则要注重改革创新，突出工作成效，

分批推进实施。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将

遴选建设100个左右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基地。

（徐壮）

录取通知书真伪如何辨别
随着录取通知书陆续寄送到被录

取考生手中，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

生怎样辨别录取通知书的真伪，避免上

当受骗呢？“五招”教你来核实录取通知

书真伪，一起来看看！

1、查录取进程。录取通知书是根

据各批次录取进程陆续发放的，一般招

生院校在某一批次录取结束后，才会发

放录取通知书。考生可以根据本省

（市）录取日程来查验本人被录取的批

次是否已录取结束，根据录取通知书到

达时间判断真假。

2、查录取信息。考生可通过本省

（市）教育考试院（招生办）公布的正规

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并认真核

对通知书上的院校名称、专业和层次等

信息是否与录取信息一致，以此核实录

取通知书的真假。考生也可登录报考

院校网站查询院校的新生录取名单。

3、查院校真假。考生收到的录取

通知书必须是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

高等学校学历教育资格并且当年在本

省（市）招生的院校发出的，这些院校名

单可在《2022年高考指南——招生计划

篇》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查到。另

外，考生填报的志愿是院校录取的依

据，如果考生根本没有填报某所院校，

却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么就

十分可疑，考生需要提高警惕。

4、查邮政信件。根据教育部规定，

录取通知书必须使用邮政特快专递

（EMS）寄递给考生，确保寄递全过程可

查询、可追溯和邮件安全，不得采用平

信方式寄递。原则上要求考生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当面签收，不得投递至智

能快件箱（信包箱）、代投自提点、物业

或收发室等。考生可通过“EMS中国

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或国务院客

户端小程序，输入准考证号（考生号）或

快递单号随时查询录取通知书投递进

度，实时掌握邮件信息。

5、查校长签名。根据教育部规定，

录取通知书须由校长签发并加盖学校公

章。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以查

看校长的签名是否正确，如果没有签名

或者签名不对，则要小心。院校录取通

知书签发人可在各院校官方网站查询。

教育部提醒考生，不要相信任何

“走捷径”“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

等谎言，在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时务必

做到“三核查”：

核查学校。2022年全国具有普通

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共计

2759所，名单已在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发布。考

生和家长可通过访问官网或官微“微言

教育”“高校名单”栏目查询核实。

核查志愿。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

将具备高考招生资格且在本省招生的高

校纳入了高考志愿填报系统。考生必须

且只能在生源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志愿

填报系统填报院校和专业志愿。

核查录取。考生和家长收到高校

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后，可通过生源所在

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官网查询核实录

取情况。 （李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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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亳州市林拥城景区书香药都美学馆开展“体验

扎染技艺 感受非遗魅力”活动，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

习扎染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充实暑期生活。

通讯员 刘勤利 郑玉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