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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单纯以

升学率评价学校、校长和教师，不公布考

试成绩和排名……不久前，教育部等六

部门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对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进行系统性规定，为

推 动 办 好 优 质 均 衡 的 教 育 提 供 了 有 力

支撑。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

根本问题。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必须扭住教育评价这个“牛

鼻子”。去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将立德树人成效

作为教育评价的根本标准。与之一脉相

承，《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立足于少年

儿童成长和教育规律，以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从评价内容、评价方

式、评价实施、评价结果运用、组织保障等

方面，对评什么、怎么评、谁来评做出全面

而具体的规定。这一指南，给各地的义务

教育评价立起刚性规矩，既为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提供有力抓手，也对不规范的

教学行为形成约束，对于从根本上扭转

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

育界委员时强调：“教育，无论学校教育

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

这些年来，从制定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到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和竞赛活动的

举办；从深化体教融合，推动学校加强美

育、劳动教育，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我

国多措并举、疏堵结合，在为学生减负、

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上下足了

功夫。进入新时代，我国义务教育已经

迈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迫切需要

完善义务教育质量的评价体系。《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指南》的推出，有助于引导形

成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培养观，推动

各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为新时代义务教育发展

指明了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

样的办学导向和教育生态。长期以来，

社会上“唯分数”“唯升学率”的现象较为

突出。学校有掐尖招生、追求升学率的

冲动，家长有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

起跑线上的焦虑，社会上“校园减负，校

外增负”“线下不行转线上”等现象大量

存在，这些问题背后，照见教育评价指挥

棒的重要性。对此，《义务教育质量评价

指南》坚持问题导向，将立德树人、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融入对县域、

学校、学生的考核评价。比如，针对学生

学业负担过重，指南将“校内、校外学业

负担感受状况”纳入考核，规定教师“不

公 布 考 试 成 绩 和 排 名 ”；针 对 学 校 和 教

师的负担重现象，要求“严格控制面向学

校的各类审批、检查验收、创建评比等活

动”。这些针对性举措，为根治重智育轻

德 育 、重 分 数 轻 素 质 等 顽 瘴 痼 疾 开 出

良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推动应试

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成为代表委员热

烈讨论的话题。各地需要抓好《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指南》的落实执行，确保党和

国家对办好义务教育的政策要求和方向

指引切实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产生实效。

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

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

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推动形成

健康的教育生态，一定能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培育出国家需要的人才。

用好义务教育评价“指挥棒”
何 娟

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对高海

拔地区来说，群众的卫生健康问题，既是影响致富的重要因素，也关乎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让青海地区老百姓就医方便可及，稳步提升健康水

平，牵动人心。

2019 年底，我作为中组部第二十批援青博士服务团成员，从北京医院

来到西宁，挂职担任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初到此地，高寒缺氧导致的

憋气胸闷，是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在这片热土上，有“两弹一星”精神的鼓

舞，有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感召，我更加坚定了援青的初心，决心吃苦不移

志、攻坚不畏难。

做好健康扶贫，为高原群众健康保驾护航，是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

任。去年夏天，青海省启动包虫病手术患者“清零”行动。为有效推进包虫

病的临床、科研等工作，我们规划构建起临床数据平台和患者信息管理系

统。在这一年时间里，我跑遍了青海省所有的市州，其中最高的县海拔

4300 米，我们团队指导和主刀了 100 余台手术、转诊了 150 余台手术。每到

一地调研、每开展一台手术，都为当地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在全省范

围内“清零”包虫病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患者痊愈、群众健康，是最大的欣慰。22 岁的藏族女孩卓玛，患了包虫

病，肝脏上的病灶有两个拳头大，侵犯了肝脏血管和胆管，手术异常困难，多

家医院都因为手术复杂、风险太大而放弃。看到患者花季的年龄、渴求的眼

神，一份责任感油然而生。经过仔细评估和周密准备，我和同事们经过 7 个

小时的艰苦手术，终于完整切除了病灶。在青海的日日夜夜，通过团队的努

力，我们亲眼看到了很多群众摆脱了病痛，脸上绽放了笑容。有的群众治好

了病，恢复了劳动能力，靠双手致富，不再因病致贫返贫。应该说，日趋完善

的医疗服务和保障条件，让越来越多群众有了健康的身体，养成了良好的生

活习惯，幸福指数稳步增长。

作为医生，我能亲身参与救治病人的次数是有限的。高原医疗资源缺

乏、医疗水平薄弱，着眼于提高医疗人才的整体水平，需要下更大功夫。为

此，我将诊疗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与当地同事分享，稳步提高当地肝胆胰

外科的治疗水平；注重临床教学工作，手把手传帮带，提高教学质量，让更多

学生强起来。重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临床与教学共进，把学到的、掌握的临

床知识留下来，让更多人受益，让幸福安康常在。

“一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我曾在博士团之歌里填词道：“年轻的追梦

人奋斗正当年，把汗水和泪水洒在美丽三江源，时代的骄子啊再谱新诗篇，

用智慧和勤奋建设我们美丽家园”。在高原奋斗和成长的经历，是我一生的

骄傲和财富，也激励我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始终把群众健康放在心上，时

刻为治病救人而准备行动，为建设健康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为高原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崔红元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大地回春，

遍野农桑渐起。紧抓春日好时光，一幅春耕图

景正在大江南北徐徐织就。

除了播种插秧、除草育苗，春季也是一年

中许多传统农事肇始的关键时期。在广西凌

云，蚕农照护桑枝嫩叶，为幼蚕生长积蓄能量；

在甘肃张掖，农民驾驶农机播种玉米，科技为

农业赋能；在四川岳池，油菜花成片盛开，蜂农

们追花寻蜜，许多跨省蜂群在这里春繁转场、

扩大种群；在内蒙古的鄂温克草原，牧民们修

葺畜舍、喜接春羔、保育幼崽，活蹦乱跳的小羊

羔为牧区增添了勃勃生机……不误农时不误

春，他们和千千万万的耕种者一道，在山林、河

湖、草原里繁忙，为春季农业生产写下了辛勤

的注脚。

近年来，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的同时，我

们持续推进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从构建现代养

殖体系，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到加强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

名品牌，我国农副产品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明显提升。春日里，养殖业、畜牧业、渔业等产

业整装出发，为守好人民群众餐桌上的“肉盘

子”“奶瓶子”“蜜罐子”等，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春耕”图景里，可以捕捉到别样的美丽镜

头。镜头里，有脱贫户增收致富的欢欣喜悦。

许多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顺应市场

需求，带动村民日子越过越有奔头。镜头里，

也有科学调整产业结构的累累硕果。利用种

养结合，秸秆“过腹还田”，变废为宝；不同种类

的蜂群给植物授粉、除害，既成就了采花酿蜜

的“甜蜜事业”，又促进作物量质齐增，产生了

“1+1>2”的效益。由此可见，春天播撒下的，

不只是稻麦黍粟的幼小种子，也是农林牧渔的

发展希望及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一年之计在于春。从乡村大地升腾起来

的袅袅炊烟开始，从亿万农民洒下的辛勤汗水

开始，丰收的希望就在手中。顺应时令、遵循

规律，新一年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们期

待满满。

“春耕”图景别样美
郁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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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
育人方式、办学模式、
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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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溢出效应”，体现在
群众对冰雪运动的参与热
情上，也体现在雪场建设、
冰雪旅游等冰雪运动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上

前不久，宁夏南部的固原市原州区某

林场因群众上坟烧纸祭祖导致突发火情，

当地投入专业灭火队伍和公安干警、武

警、民兵等近 2000 人开展扑火，虽仅耗时

一天便扑灭全部明火，但肆虐的山火还是

造成严重损失。事后 9 名涉事人员已向

公安机关自首。这场因祭扫烧纸导致的

火情，令人唏嘘不已。

三 分 造 林 、七 分 管 护 ，清 明 时 节 护

林 压 力 尤 其 明 显 。 笔 者 采 访 一 名 六 盘

山林场的护林员，他裂开的嘴巴令人印

象 深 刻 ，一 方 面 因 为 天 干 物 燥 ，另 一 方

面也因为清明前后巡山防火压力陡增，

稍不留神就可能百密一疏，一个小小的

火 苗 就 足 以 酿 成 一 场 悔 之 晚 矣 的 火

灾 。 祭 扫 活 动 ，安 全 是 头 等 大 事 ，文 明

是行为准则。

近年来，原州区所在的西海固地区从

干旱荒秃到绿树遍野，一批批搬离家园的

移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数据显示，原州区

已 累 计 完 成 移 民 迁 出 区 生 态 修 复 面 积

42.42 万亩，其中林业工程 23.25 万亩、自

然修复 19.17 万亩。西海固昔日干旱、贫

瘠的生态环境，如今已得到很大程度改

善。守护绿水青山，同样需要移民们的支

持与配合。严防火种被带入山林，不仅是

林场和政府部门的责任，每个进山、返乡

的人也都有义务。在林地、草地等易失火

区域进行烧纸点烛轻则违法、重则犯罪，

切莫让不文明的陋习毁了失而复得的宝

贵山林。

推动文明祭扫和乡风文明建设，做好

包括移风易俗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工作，政府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在去年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在部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

就“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出明确要求。

易地扶贫搬迁之后，群众需要适应和融入

新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正是一个移风易俗

的良好时机。有关方面不妨通过文明倡

议、劝诫引导等方式，推广网络祭扫、鲜花

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综

合统筹、多管齐下，才能树立科学文明祭

扫新风。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清明时节，用

鲜花代替纸钱、香火，用网上祭奠代替现

场扫墓，同样可以缅怀先烈、祭奠逝者。

倡导文明祭扫新风，传播现代文明风尚，

需要提高认识，付诸行动。

（作者为本报宁夏分社记者）

树立文明祭扫新风
禹丽敏

祭扫活动，文明是
行为准则。倡导文明
祭扫新风，传播现代文
明风尚，需要提高认
识，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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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在四川省岳池县高垭口村

的油菜花丛中，一位养蜂人在观察蜜

脾上的酿蜜和幼蜂繁殖情况。

张启富摄（影像中国）

下图：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靖

安乡新沟村的高标准农田上，村民驾

驶农机犁翻、铺设地膜，准备播种制

种玉米。

杨永伟摄（影像中国）

不久前，2020—2021 赛季全国单板滑雪平

行项目冠军赛在黑龙江省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

落幕，吸引了众多滑雪运动员参与；在 2021 年

自由式滑雪世界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谷爱凌收

获 2 金 1 铜，让许多人把关注目光投向冰雪运

动。今天，冰雪运动正在为新时代体育事业贡

献更大力量。

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我国体育事业

一直存在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

弱”“冰强雪弱”的问题。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为把我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

去提供了宝贵机遇。近年来，我国冰雪运动吹响

了“南展西扩东进”的号角，冰雪运动人口持续扩

大，冰雪运动产业方兴未艾，见证着群众不断升

温的冰雪体育需求，也推动着冰雪运动的推广

普及。特别是，我国很多冰雪项目在两年多时

间里实现从无到有，有的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

水平，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冰雪运动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动力源泉同样在于群众参

与。眼下北方各地的雪季渐近尾声，不少雪场

在这个雪季的客流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新冠肺

炎疫情前的水平。正如专业记者指出的：“这个

雪季有点‘热’”。随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各

项建设和工作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场

馆的建设，关注冰雪运动员，对冰雪运动项目

燃起更大兴趣。再加上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

相继出台落地，一座座滑雪场、滑冰馆次第落

成，推动着更多人走上冰场、走进雪场，亲身

感受体育精彩和冰雪运动魅力。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河北崇礼，雪场把滑雪运动与音乐、

艺术等元素相结合，创新性的经营思路延展了人们对滑雪运动的认知。一

些滑雪场根据滑雪爱好者的需求，增设了夜场，聚集人气，带动消费。越来

越多的青少年也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陕西太白鳌山滑雪场特别为宝鸡市

中小学生配备了 1000 套滑雪装备，开设了 2.4 万平方米的专用雪道，超过

1.2 万名中小学生在这里体验了滑雪课。热闹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如火如荼，

冰雪运动进校园呈现出勃勃生机，为全民健身增添了多姿多彩的新亮点，为

竞技体育提供了坚实的新支撑。

筹办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溢出效应”，体现在群众对冰雪运动的参与热

情上，也体现在雪场建设、冰雪旅游等冰雪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上。今年

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进入 2020 年下半年的雪季，全国冰雪体育旅

游产品订单额和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 13.61%和 23.46%。冰雪体育旅游的

消费基础正在扩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可见一斑。体育是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将进一步

激活蕴藏在中华大地的冰雪经济潜力。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玲珑塔”上北京冬奥会倒计时牌显示剩下不到

一年的时间，“冰雪之约”越来越近。相信借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东风，冰

雪运动必将更好地融入群众生活，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更多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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