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进硬件设施——

优化视觉环境
建立视力档案

上午 10 点，外面天色阴沉，吉

林省梅河口市第二实验中学初二

（3）班正在上课。抬头看，棚顶挂着

9 盏长方形大灯，灯光柔和，教室角

落也依旧明亮。

“这是新安装的护眼灯，根据各

校教室尺寸个性化设计图纸，确保

每个角落光照都能达标。”校长张春

艳解释。梅河口市第二实验中学始

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过去设备老旧，

“之前用的白炽灯，有的频闪厉害，

有的又亮得刺眼。”去年年底，学校

被纳入吉林省教室灯光照明改造工

程，24个教室全部更换上了护眼灯。

张春艳说：“学生在校期间，用眼

强度大。教室硬件不过关，极易诱发

驼背、眯眼等不良习惯。因此，除了

政府改造，学校也要加以重视。”通过

请教专家、实地体验等，学校主动开

展教室视觉隐患分析，完成遮光轻薄

白纱帘、可调节高度桌椅等硬件更

换。“学校还组织学生每周调整座位，

不仅左右挪动，还要前后两排互相调

换，以不断变换视野距离。”

“为了保证教室采光，在设计时，

我们就将所有教室都放在朝南方

向。并适当降低窗台高度，尽可能扩

大玻璃面积。”下午 4点 15分，走进新

建成的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教室

内可见阳光，校长郑鑫介绍。

教室桌上放着教科书和校本材

料，翻开来，纸张淡黄，印刷清晰，

“按照教育部门要求，我们统一购买

正版教材。在设计校本时，除了选

择护眼纸张、扩大字号外，还会注意

图片、文字搭配，避免用眼劳累。学

生自行选购的教辅材料，教师也要

及时关注，发现盗版、字号过小等问

题时予以提示。”郑鑫说。

“同学们，我们把‘模拟仪’放到

眼睛前，这就是近视 200 度的世界

了。”在梅河口市解放街中心小学保

健室，学生志愿者正为同学们讲解视

力训练设备的用法。环顾四周，电子

标准对数视力表、视力训练工具等摆

放整齐。学校还配备了 2 名专职保

健员，每年组织 2次视力检测。

对数视力表简单、方便，但无法

检测近视度数、散光等问题，电脑验

光仪又价格偏高，大部分学校难以

负担，这该咋办？“为补齐硬件设施

短板，学校和专业检测机构建立联

系，后者提供设备，每年入校再进行

2 次免费检测。根据检测数据，学

校为每个学生建立视力档案，发现

问题后及时通知家长，实现视力问

题早发现、早干预。”梅河口市解放

街中心小学校长王金荣说。

规范日常教学——

做好眼保健操
增设体育课程

上午 9 点 45 分，在山东省滨州

市滨城区秦皇台中心学校，眼保健

操音乐响起。孩子们端端正正坐

好 ，轻 闭 双 眼 ，调 整 呼 吸 ，伴 随 口

令 ，一 双 双 小 手 有 节 奏 地 按 揉 着

穴位。

预防近视，防大于治。2021 年

以来，滨城区将近视防控纳入“健康

滨城”建设重点任务和政府年度考

核细则，细化近视防控责任，做好校

园日常教学干预，严格组织中小学

生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操。

“按照区里要求，我们认真执行

眼保健操流程，积极开展眼保健操

和坐姿评比，保证学生掌握要领、姿

势正确；将眼保健操纳入课表，组织

教师现场检查督促，确保眼保健操

保质保量、规范到位。”秦皇台中心

学校德育主任杜洪建介绍。目前，

滨城区中小学校眼保健操覆盖率达

100%。今年 4 月，滨城区被评选为

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

向“小眼镜”说不，还得增加户

外活动时间。走进滨州市博兴县实

验小学，操场上，几名学生正挥舞球

拍，上步搓球，后退拉球，步法灵活，

有模有样。

乒乓球是博兴县实验小学的传

统运动项目。为呵护好孩子们的眼

睛，学校在开齐开足常规体育课之

外，每周增设一节乒乓球课，由专业

教师为学生传授乒乓球技艺，并自

编特色乒乓球、七彩绳操等课程内

容，引导学生走出教室，缓解用眼

疲劳。

“学校将近视防控融入课堂教

学、校园文化和日常行为规范。自

2018 年以来，我校学生的近视率呈

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博兴县实验小

学校长张庆明说。

济南市汇波小学同样在“增”上

下功夫，在学校推广中医理念指导

下的“醒筋元式”视力操，打造眼保

健操、视力操结合的两操模式。同

时，该校还建立了学生的健康数据

档案，将“身高、体重、视力、肺活量、

睡眠”作为健康基础数据，加密监测

频次，根据学生视力状况制定个性

化锻炼方案，开展分层体育锻炼。

“减少学生用眼负担，还得做好

‘减’的文章。”汇波小学校长杨京芹

介绍，学校将近视防控工作作为“党

总支书记突破项目”，纳入年度重点

任务清单。“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为

切实做好学生近视防控工作，学校

严控作业总量，以年级组为单位，班

主任负责协调统筹，每天公示各学

科作业，杜绝超量现象。同时优化

分层作业设置，采用必做、选做结合

的作业设计模式，助推学生高质量

个性化学习。

2023 年度，汇波小学被确定为

济南市近视防控试点学校。杨京芹

表示，未来，学校还将进一步做好关

口前移工作，在日常教学管理上下

功夫，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用眼

习惯。

加强宣传教育——

开设护眼课程
组织专家宣讲

“同学们，刚才我们了解了眼睛

的作用和近视眼的形成原因，下面

你们先说说，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

眼睛呢？”4 月 21 日下午，在江西省

新余市长青小学三年级（6）班，健康

教育课老师抛出问题，讲台下一只

只小手举起。

“我知道！不在昏暗的灯光下

写作业”“多做户外活动”“不要总玩

手机”……同学们抢着回答，课堂气

氛热烈。“老师经常教我们护眼知

识 ，我 改 掉 了 很 多 不 好 的 用 眼 习

惯。”课后，学生欧蕙君说。

“小学是养成良好爱眼护眼习

惯的关键阶段。”长青小学校长邓树

松介绍，健康的用眼习惯不是一年

半载就能养成的，长青小学根据学

生年龄和认知特点分年段进行用眼

健康教育：一、二年级主要是正确握

笔、坐姿和眼保健操学习训练；三、

四年级重点是了解保护眼睛、预防

近视知识，学会合理用眼，控制看电

子产品时间和玩游戏频率；五、六年

级则从科学层面了解眼球构成、近

视形成和矫正的相关知识，强化正

确的用眼习惯等。

新 余 市 是 全 国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防控改革试验区，“我们开设了

健康教育课程，规定各学校每学期

用眼健康教育不少于 6 个课时，常

态化、规范化培养学生良好的用眼

行为。”新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为什么多做户外活动可以有

效预防近视？首先，减少近距离用

眼时间，缓解眼疲劳；其次，户外阳

光能促进多巴胺分泌，帮助预防近

视……”日前，南昌大学附属小学红

谷滩分校举办了一场近视防控宣讲

会，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副院长

廖洪斐就有关近视防控的 30 个问

题一一解答。

台上，廖洪斐用简单易懂的语

言和生动形象的图画讲解；台下，

能 容 纳 500 多 人 的 报 告 厅 座 无 虚

席，师生们听得认真。“眼睛与书本

的 距 离 保 持 在 30 厘 米 左 右 ；不 能

躺 在 床 上 看 书 ……”四 年 级（1）班

胡恬语同学的笔记本上写得满满

当当。

“专家宣讲更加深入、更有说服

力。”该校校长曾荣华介绍，学校每学

期都会邀请南昌大学医学院、南昌大

学眼科医院等单位的专家来校宣讲，

为学生们系统讲解近视防控相关知

识，让爱眼护眼成为学生们的一种习

惯和自觉。

对于近视防控，农村往往是薄

弱环节。在赣州市寻乌县留车镇留

车中学，学校首次组织了青少年近

视防控专题家长会。家长会上，来

自寻乌县人民医院的黄海焘医生通

过放映幻灯片、播放视频、讲述案例

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向家长们讲解

了近视分类、近视的病因、近视的症

状等基本知识。

“原来近视危害这么大。如果

孩子近视了，经常换眼镜也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留车中学初三学生家

长陈树春以前对孩子视力不以为

意。家长会后，他和记者细数收获：

“要经常提醒孩子，看书写作业每

40 分钟左右就要起身休息；家里灯

光照明不能太暗；注意饮食均衡，多

吃新鲜蔬菜水果……”

“在农村，不良的视觉环境与不

健康的视觉行为容易引发近视，很

多家长也不够重视，意识不到近视

的危害。家庭是学生们学习成长的

重要环境，防控近视，必须家校联动

形成合力。”黄海焘说。

部分地区中小学负责人一席谈—

增加体育锻炼时间 培养正确用眼习惯
本报记者 刘以晴 李 蕊 周 欢

希望孩子拥有健康
的体魄、光明的未来，是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必须科学研判、综
合施策、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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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孩子视力，学
校是重要一环。各地
中小学校拿出不少举
措：落实教室采光和照
明要求，引入专业视力
检测机构；组织学生做
好眼保健操，加强体育
锻炼；开设用眼健康教
育课程，邀请眼科专家
入校宣讲……只有将
改善硬件设施、规范日
常教学、加强宣传教育
结合起来，才能把学校
在青少年近视防控中
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来。

“孩子近视了，还能恢复吗？”

微信群里，一名家长的提问，引来

多名家长的关注与回复。话题从

科学用眼方法，聊到配镜注意事

项，再聊到关于防控近视的误解

谣言，大家普遍感觉，近视呈现高

发、低龄化趋势，会对孩子身心健

康造成影响。

防控“小眼镜”，是民生大关

切。希望孩子拥有健康的体魄、

光明的未来，是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必须科学研判、综合

施策、久久为功。全社会都要行

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要借助“大数据”，科学防控

近视。可利用大数据推进视力普

查和建档工作，准确掌握儿童青

少年近视现状，实现科学研判、精

准防控。大数据还可应用在近视

防控的临床诊疗、科学研究、科普

宣传等方面，更好为儿童青少年

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要做好“加减法”，深化家校

协同。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视力

变化和健康状况，不可轻信“近视

可治愈”“治眼神器”等虚假宣传。更要以身作则，带头

不做“低头族”，拒绝“电子保姆”，多一些亲子交流。学

校要关注一“增”一“减”，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布置科学

合理有效作业，切实减轻学生用眼负担；同时，增加户

外活动或远眺，确保校内校外锻炼不囿于形式，让孩子

用眼“张弛有度”。

要用好“指挥棒”，落实评议考核。《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2023 年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要在 2018 年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

上。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关部门每年面向各省级人民

政府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评议考核工作，指

导推动各地逐级精准落实近视防控相关政策要求。各

地积极行动，比如，上海对近视防控工作不力的区和学

校，实行评优评先一票否决；江西建立体育“晒课表”机

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合力筑牢防控底线。

日前，教育部印发《2023 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明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

考 核 ，传 递 出 防 控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的 决 心 和 力 度 。

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保护好他们的眼睛，利在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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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地又出现了散

发新冠疫情，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病例是二次感染。出

现群众俗称的“二阳”该如

何处置？脆弱人群如何做

好防护？是否需要再次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从临床观察来看，二

次感染出现肺炎和重症比

例非常低，感染者以年轻人

为主，症状比较轻，主要表

现在上呼吸道，对症治疗就

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

说，二次感染症状总体比第

一次感染轻：第一次感染的

人症状与去年冬天感染的

人症状类似，症状相对重一

些，如体温会超过 38.5 摄氏

度、呼吸道症状较重，而二

次感染的人体温一般不超

过 38 摄氏度。这是因为去

年冬天感染过的人，体内还

有一定的抗体，且细胞免疫

的记忆存在，对人体有保护作用。

“发烧、嗓子疼、流鼻涕等症状不

一定是由新冠引起，也有可能是流感

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童朝晖建议，出

现这些症状的人群，家里有抗原，可以

自己检测；如果没有，最好到医院发热

门诊看医生，由医生来甄别。如果不

发烧，上呼吸道症状轻微，可以吃点药

对症处理。

高龄老人、基础疾病患者、没有接

种疫苗的人都是重症高风险人群。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

说，重症高风险人群中没有接种疫苗

或接种加强针的，要继续接种疫苗，哪

怕是去年底感染过，还是要再接种疫

苗 以 加 强 免 疫 ，进 一 步 降 低 重 症 风

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对辖区内高

风险人群进行摸底，做到心中有数，及

时进行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明确诊

断后，要早期治疗：一是抗

病毒治疗，可有效降低重

症风险，同时也能缩短病

程，减轻症状；二是患者出

现胸闷、呼吸急促等情况，

一定要进行氧疗，无论在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

还是到医院，早期氧疗都

可以有效降低重症风险，

延缓疾病进展。

“普通人群感染了新

冠，如果出现发热等全身

症状，有条件的可以使用

抗 病 毒 治 疗 的 药 物 。”王

贵强说，目前从临床数据

来看，抗病毒药物在缓解

症状、缩短病程上效果明

确。目前，我国抗病毒药

物 的 可 及 性 很 好 ，已 有 6
种抗病毒药物可以使用。

老 人 、儿 童 、基 础 疾

病患者免疫力比较低下，

属 于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的 脆

弱人群。童朝晖建议，脆

弱 人 群 中 还 没 有 接 种 疫

苗的或没有打加强针的，

可以接种疫苗。此外，在

日常活动中，尽量少去人

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平时

室 内 多 开 窗 通 风 ，勤 洗

手、戴口罩。

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是否会出现

后遗症？童朝晖分析，一些人感染新

冠病毒康复后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

乏力、失眠、焦虑等症状，只是新冠后

症状，不是后遗症，时间久了能恢复，

不会影响工作生活。

很多人担心，接种完新冠病毒疫

苗时间长了体内免疫力会消失。童朝

晖分析，人体主要有两种免疫机制：一

种是体液免疫，比如打疫苗或感染新

冠病毒，体内会产生抗体，称为保护性

抗体；另一种是细胞免疫，就是 T 细胞

或 B 细胞在体内调节的免疫。人体中

抗体消失后，细胞免疫同样发挥着很

重要的作用，比如，打了疫苗或得了新

冠，体内细胞免疫有免疫记忆，即便是

抗 体 消 失 和 滴 度 下 降 ，同 样 有 保 护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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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山东省滕州市龙泉广场上，唢呐声声，锣鼓喧天，

循声探去，一对对新人身着传统婚服，在现场来宾的声声祝

福中步入婚姻殿堂。

“我与爱人都是外地人，在网上预约结婚登记后，滕州

市民政局不但给我们发了证，还为我们操办了这么隆重的

集体婚礼！”来自河南的新娘李霞笑道。

滕州市是山东婚俗改革示范点。近年来，山东将推动

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纳入政务服务改革和移风易俗的重要

内容，聚焦减少证明材料、减少跑腿次数、简化登记流程、减

轻群众负担等关键环节，全链条推进婚姻登记预约、办证、

补证、信息查询和破除婚俗陋习改革，相继推出了婚姻登记

网上预约、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应用电子证照办理婚姻登

记、婚姻登记信息手机查询、免费照相、“婚育户”集成办等

一系列改革举措，全国首张跨省办理和应用全户籍类电子

证照办理的结婚证均从山东发出。

“我们已将‘省内居民跨市办理婚姻登记免提交居住

证’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从 5 月 20 日起实施。截至目前，

全省共办理跨区域婚姻登记 6.5 万件，应用电子证照办理婚

姻登记 3.6 万件，通过手机终端查询婚姻登记信息 30.8 万人

次，为婚姻当事人节省往返路费、照相费等 8400 余万元。”

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建武介绍，同时，山东深入推进“婚

事简办、喜事新办”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婚俗改革示范点 90
个，推动全省 5.4 万个行政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大力倡

导“零彩礼”“低彩礼”，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婚姻登记和婚俗改革力度，努

力解决婚姻登记服务给群众带来的操心事、烦心事，切实让

群众感受到民政服务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刘建武表示。

山东推进婚姻登记和婚俗改革

简化办事流程 减轻群众负担
本报记者 李 蕊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电 （记

者白剑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 中 医 药 局 日 前 发 布《全 面 提

升 医 疗 质 量 行 动 计 划（2023—

2025 年）》，决 定 联 合 在 全 国 开

展 为 期 3 年 的 全 面 提 升 医 疗 质

量行动。

本次行动从基础质量安全管

理、关键环节和行为管理、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建设等维度，提出了

28 项具体措施和 5 个专项行动。

主要内容包括 3 大方面：加强基

础 质 量 安 全 管 理 ，夯 实 结 构 质

量。围绕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组织

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以及医

务人员、药品器械、医疗技术等核

心要素指导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进

行完善落实，并着力加强急诊、门

诊、日间、手术、患者随访等薄弱

环节的质量安全管理。强化关键

环 节 和 行 为 管 理 ，提 高 过 程 质

量。围绕日常诊疗行为、患者评

估、三级查房、合理用药、检查检

验、病历质量、会诊行为、急难危

重患者救治、患者安全管理、护理

服务等 10 个方面进行部署，指导

医疗机构提升全诊疗流程的质量

安全。织密质量管理网络，完善

工作机制。要求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进一步健全质控体系和工作机

制、加强质量安全信息公开、探索

建立“以质为先”的绩效管理机

制，并在工作中强化目标导向、充

分发挥考核评估的指挥棒作用，

督促指导医疗机构落实相关工作

要求。

同时，设立了手术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破壁”行动、病历内涵

质量提升行动、患者安全专项行

动、“织网”行动 5 个专项行动，就

手术质量安全管理、建立“以疾病

为链条”的诊疗模式、病历内涵质

量、患者安全管理、质控组织体系

建 设 等 工 作 提 出 了 具 体 要 求 和

目标。

国家卫健委28项措施提升医疗质量

为提高中小学生识别、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和能力，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近期到邯山区育德路

小学开展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筑牢校园反诈“安全墙”。图为民警向学生讲

解反诈知识。 刘秉霖摄（人民视觉）

本报昆明 5月 31日电 （记者李茂颖）近日，云南省民

政厅等部门联合制定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实施方

案，面向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

老年人开展探访关爱服务。

根据方案，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分散供养特困老年

人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等服务；卫生健康部门和残联组织要

共享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基本数据，为准

确建立探访关爱服务工作台账提供第一手数据；各相关部

门要结合各自职能，及时更新基层网格化管理数据，做到精

准到村（居）、到户、到人，根据老年人实际情况、老年人或者

其家庭成员的意愿，围绕居家养老存在的困难或安全风险，

分类提供探访关爱相关服务，让探访关爱服务真正走入特

殊困难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云南建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

■服务窗
科学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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