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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科普进校园地震科普进校园

两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深化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建设中国

特色的出版学科专业，为推动出版业繁荣发

展、建设出版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2022年以来，中宣部、教育部推动全国8

所重点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

协会开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为系统总结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经验，

进一步加强对共建工作的统筹指导，提升质

量，提高出版学科专业发展水平，中宣部、教育

部联合制定了该实施意见。

意见强调，要优化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布

局，分批次、多层级推进共建工作，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中宣

部、教育部指导推动一批重点高校，与相关部

门和单位紧密合作、资源共享，共建高水平出

版学院、出版研究院；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教育

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属地相关高校开展出版学

科专业共建工作，充分挖掘相关高校学科专

业优势和共建单位资源禀赋，打造各具特色

的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引导鼓励有实力的

出版单位、数字技术企业，积极参与出版学科

专业共建工作。

意见明确，实施出版学术人才培养支持计

划，着力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创新能力突

出、实践经验丰富的出版学术领军人才、骨干

人才。在有关高层次人才工程实施中，对出版

教学科研人才给予支持。教育部引导支持有

关高校调整优化出版学科专业招生结构，扩大

出版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支持有学位授

权自主审核权的共建高校试点建设出版学一

级学科，健全完善出版学科专业本硕博衔接的

人才培养机制。

意见提出，增加出版学科专业在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等项目中的选题规划和立项分量，推动

设立出版领域学术研究专项，支持共建高校承

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在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

选中关注出版学科专业研究成果，引导各地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支持出版学科专

业研究成果申报。 （据新华社）

近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律，规

定在中小学校中禁用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通

信工具。该法律将于2024年9月1日起正式

生效。不久前，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

森说，全国中小学校将禁用手机。看来，为孩

子使用手机而烦恼不已的不只咱们中国爸妈。

如今，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读

屏时代”悄然来临，“万物互联”照进现实，衣

食住行都被小小手机玩转于股掌间。各类

手机应用场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也让孩子

好奇甚至沉迷，小小的孩子“有样学样”。

新西兰“教育枢纽”的研究显示，该国

15岁学生的读写能力正在下降，已达到“危

机”程度。这种情况可能与数字设备的普及

和过度使用有关。因此，禁用手机的政策可

以被视为一种尝试，旨在减少课堂内的干

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量。

“危机”不止于此。很多人都知道，我们

面对的“敌人”远不是一部手机，而是孩子过

度沉迷网络所带来的“负面清单”——对注

意力的过度索取，认知空间的信息茧房，给

身体和心理带来的潜在伤害。

由于长期面对手机屏幕，在校学生的近

视率越来越高。久坐久卧，缺少运动，很多

学生变得驼背、肥胖，小小年纪颈椎或腰椎

就出现问题。有的学生熬夜玩手机，白天上

课精神不振……

学生长期沉溺于虚拟世界中，大大削弱

了他们的实际交往能力。有的变得“社恐”，

与人交往缺乏自信，没有礼貌。有的学生陷入一些打打杀

杀的游戏中不能自拔，性格变得暴躁易怒，甚至沉闷抑郁。

在我国，管控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也已成为各方共

识。2021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

管理工作的通知》发布。这两年，很多地方以立法形式，

全面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

一片点赞声中，也有不少担忧和质疑——“手机禁止

入校，禁得住吗？”“上学不让带手机，家长和孩子怎么联

系上呢？”“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回家后怎么办？”很多家长

在支持“手机禁令”的同时，对家校联系这一突出的新问

题表示担忧。

其实，禁止手机入校并非“一刀切”。有些学校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学生手机管理制度，通过疏堵结合，让规定更

有温度。比如学校增设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电话热

线，保障学生与家人沟通的便捷性；学生如有特殊情况带

手机到学校，可以把手机交给班主任，需要时再使用。

“手机禁令”还需要柔性管理。有教育专家表示，更

加重要的是如何正视学生“手机依赖症”背后的对于信

息、社会连接和审美娱乐的需求，并且为青少年提供更加

多元路径，帮助学生满足相关需求、实现自我成长。

政府层面的“手机禁令”，只是吹响了“集结号”，校外

生活才是“拉锯战”的另一个主战场。面对智能手机对孩

子的“入侵”，国家重拳出击，但无论国家怎么出台政策，

学校怎样抓好工作落实，也都需要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现实中，很多家长一边对手机的危害避之不及，一边

对手机的教学功能念念不忘。家长的纠结与矛盾，恐怕

比学校更多。其实，我们反对的从来都不是手机本身，而

是孩子过度沉迷手机的行为。给孩子“说教”前，家长不

妨带个头，不要老盯着手机。

家长既要合理、适度使用手机，也要在家庭教育中多

陪伴、不缺位。用父母的陪伴替代手机的陪伴，多些关怀

的温度和智慧的力量，才能让下一代在拥抱未来的同时，

也能拥有明亮的双眼和美好的心灵。 （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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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

河南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印发《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

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建立退役军人教

师培养、聘用机制，让退役军人成为中小

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明确，将用3年时间，建成退役

军人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疏通退役军人

入职中小学的发展通道，显著提升待遇

保障能力；用5年时间，建立完善的退役

军人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在思想政治、国

防教育、体育等任教专业，形成招生、培

养、就业、发展一体化的退役军人教师人

才造就模式，打造河南“兵教师”品牌。

为达成这一目标，河南从创造更多师

范专业学习机会、实施退役军人教育教学

能力专项培训、拓宽中小学任职渠道、吸引

更多师范毕业生入伍等多方面推出举措。

同时，河南还支持有条件的省属高

校，扩大师范类学科“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合理放宽退役大

学生士兵师范类专业专升本对应专业范

围。公费师范生退役军人，服义务兵年限

计算为工龄，等同于履行协议义务。退役

军人参加中小学教师招聘（含特岗教师招

聘），报名年龄相应放宽2年。退役大学

生士兵参加县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含特

岗教师招聘）笔试成绩加10分。各地中

小学行政、工勤空岗，要制定有效措施接

收安置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官和退役

士兵，符合选聘条件的退役军人要优先纳

入中小学兼职体育教师范围。对退役军

人在服役前1年内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的，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有效期可延长2年。 （庞珂）

河南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

12 月 22 日，

合肥市瑶海区铜

陵路街道辖区合

肥市蚌埠路第四

小学开展“浓浓

饺子情 暖暖冬至

情”迎元旦活动，

20多名特殊儿童

及家长参加了活

动。

吴兰保 摄

12月 22日，合肥市教育局发布通

知，明确2024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寒假

安排。义务教育学校从2024年1月27

日开始放寒假，普通高中从2024年2月

1日开始。2024年2月25日，义务教育

学校和高一、高二年级春季学期开学报

到，2月26日正式上课；高三年级2月19

日正式上课。

依据通知，幼儿园寒假时间参照义

务教育学校执行，中专学校寒假时间参

照普通高中非毕业年级执行。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合肥三十五中西藏班、合肥理

工学校西藏班分别参照执行。

合肥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

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统筹课程进度，合

理安排期末复习，严格按照校内“减负”

相关要求安排期末考试，认真做好综合

素质评价和学期工作总结。各学校要在

合理范围内布置有效的复习作业，不得

提前结束课程放假，不得进行专门应对

考试的模拟训练，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

式公布学生期末考试分数和排名。

此外，各学校要强化家校联系沟通，

做好学生心理疏导，减轻学生期末心理

压力，妥善做好学生期末考试后、正式放

假前的学习生活安排。

通知明确，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

门要严格落实“双减”工作要求，严禁中

小学在职教师有偿家教和代课，严禁校

外培训机构利用寒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定期开展督查监管，加大对隐形变异违

规培训行为的查处力度。各学校要合理

安排寒假期间学生学习生活，引导家长

遵循孩子成长规律，着眼身心健康和全

面发展，不要盲目攀比、跟风报班。

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假期要

求或组织学生集体到校上课、补课或统

一组织自习，也不得组织线上集体补

课；要分年级统筹各学科寒假作业，控

制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质量，建立寒假

作业效果评估机制。各学校要在寒假

前召开家长会，指导家长做好假期学生

心理健康、近视防控、体育锻炼等工作，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

开学后，各校仍施行作业缓交制度，严

禁各种形式“开学考”。

校园安全管理方面，各县（市）区教

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

安全隐患，做好防溺水、防欺凌、心理健

康、食堂食品安全、交通及校车运行安

全、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安全

管理，确保各项工作责任到人、措施到

位。各学校要在学生集中离校返校前

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全覆盖每

个师生并向家长延伸，提高学生安全意

识，避免意外伤害发生。

（谢蕾）

合肥学子最长可享30天寒假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