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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杂谈

重点推荐

民生看台

□ 本报记者 明 慧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

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

近视率居世界第一，在近视高发之

外，低龄化的趋势更令人担忧，这

意味着未来中高度近视群体会日

渐庞大。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

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

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

展。有关方面要结合深化教育改革，

拿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案，并督促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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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6岁

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

寻根求源，青少年近视低龄高

发，到底是谁之过？求医问药，如何

控制并从根源上解决此种“病痛”？

近视率高发低龄化严重

开学第一天，北京市海淀区某小

学二年级学生高润泽（化名）上午课

一结束就让班主任老师给家长打电

话，说是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下午无法

上课。当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医院眼

科，检查完了得知孩子两只眼睛都近

视，需要配眼镜矫正。家长告诉记

者，孩子假期里天天看电视玩ipad，

他们上班也不能时时刻刻看着孩子。

据了解，高润泽的同班同学中，

有一多半佩戴了眼镜。

从河南老家来北京和父母团聚

的留守儿童静静今年上小学六年级，

瘦小的人却戴着一副厚厚的大眼

镜。她的妈妈告诉记者，因为她和孩

子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由奶奶带着，

奶奶平时除了给孩子做做饭别的也管

不了，孩子有一部手机为了和他们联

系，但是手机上也下载了很多游戏。

据孩子自己说，一下课或者放学后她

就开始玩游戏，一开始是好奇，后来是

沉迷其中。后来渐渐地眼睛出现干涩

和疼痛的症状，去医院一检查，医生给

的“判决书”让他们后悔不已：因为长

期玩手机游戏，眼睛已是深度近视。

记者日前在北京某医院眼科候

诊区看到，有很多来就诊的儿童，大

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一边排队等候

就诊一边专注地玩着手机游戏，而家

长则是坐在一边刷着朋友圈，此情此

景让人无语。

据该医院眼科医生介绍，今年

9月份开学前夕，来就诊的儿童每天

都居高不下，远超之前任何一年的

数量。

“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是教

育部发布的我国首份《中国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报告》中指出的众多现状之

一。调查结果显示，仅在四年级、八

年级学生中，视力不良检出率就分别

达36.5%和65.3%，其中八年级学生

重度不良比例超过30%。此前，全

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初

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已超过七

成。而据此前由北京大学中国健康

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国民视觉健康

报告》白皮书显示，我国高中生和大

学生的近视患病率都超过了70%，

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调

查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该问题的严重

性：我国近视眼人数多达6亿，青少

年近视率约70%，居世界第一，不同

年龄段的发病率约为小学生30%、

中学生60%、高中生85%。

环境因素是罪魁祸首

该医生表示，儿童近视成因较复

杂。10多年前，到医院看近视的多

是高年级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用

眼过度、读写姿势不当，导致眼睛近

视；前几年，趁着放假，在家无节制地

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结果导致近视

的孩子逐渐增多；近几年，随着手机

和移动网络的飞速发展，手机逐渐取

代电视、电脑的“电子保姆”地位，成

为引发儿童近视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

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眼视光医院视光诊疗中心主任

毛欣杰表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有两大特点，一是近视发病率逐年提

高，二是发病低龄化。近视的发生和

发展被认为是遗传、环境两大因素影

响，环境因素在目前逐年提高的近视

发病率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

的改变上，人们每天越来越倾向近距

离工作，比如，阅读、手机、视频，更多

的视觉活动发生在室内，需要看远处

的机会越来越少。其中，儿童和青少

年的学习负担较重，意味着把更多时

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业上，户外活动时

间越来越少，即使在课间休息，很多

学生还是更愿意待在教室里。

以上可以看出，“近距离长时间

用眼”和“缺乏户外活动”是近视的主

要诱因，而课业负担重和沉迷电子产

品则加剧了青少年的近距离长时间

用眼和户外活动缺乏。

防控需全社会达成共识

近视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

病之一”，轻则造成人们离开眼镜就

无法正常生活，重则造成视觉能力退

化，引发各种眼疾。中年以后病理性

的近视姑且不论，青少年的近视加剧

务必有效预防。

据《国民视觉健康报告》白皮书

估算，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

社会经济成本约6800多亿元。如果

近视人口持续增加，在航空航天、精

密制造、军事等领域，符合视力要求

的劳动力会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

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

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

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个百分点以上。到2030年，6岁儿

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

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

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

降到70%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专家指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不应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成为实

实在在的政绩。因为这不仅仅是一

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卫生问题，更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此，《实施方案》明确了家庭、

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政府相关

部门应采取的防控措施，并强调了

8个部门防控近视的职责和任务。其

中特别提到，要加大对眼镜和眼镜片

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等执法检查力

度，依法查处虚假违法近视防控产品

广告；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

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

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

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实施方案》要

求，让孩子增加户外活动和锻炼，使

其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时

间达60分钟以上。对学校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减轻

学生学业负担，严格按照“零起点”正

常教学，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

庭作业，三年级~六年级书面家庭作

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不

得超过90分钟，高中阶段也要合理安

排作业时间。对医疗卫生机构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指出，

2019年起，0岁~6岁儿童每年眼保健

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0％以上。在

检查的基础上，依托现有资源建立、

及时更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

档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需要全社

会达成高度共识，明确完备的制度设

计、行动框架和落实步骤。《实施方案》

强调，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要亲自抓近视防控工作。建立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制

度，核实各地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2019年起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

评议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

□ 周仕兴 韦江萍

近日，部分贫困学生和家长在广

西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助学贷款代

办点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会在一旁耐心指

导。刚考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屈

泉说：“以前姐姐也是通过办贷款上

的大学，那时要跑到市里去办理，现

在镇上就可以办了，很方便。”

贫困生资助工作涉及千家万

户。2016年起，广西要求各地级市

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前

移至乡镇一级，使有贷款需求且符合

贷款条件的学生及家长就近从速办

完相关事宜。目前，广西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代办工作已覆盖14个设区

市30个县份的46个乡镇，各代办点

根据情况精心选址，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在家门

口就能办贷，有效避免学生及家长排

长队等候或多次往返奔波办理业务

等现象。

不仅如此，广西今年起在14个

设区市的109个县份开展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电子合同工作。通过借

助高拍仪、手写板、身份证读卡器等

设备，实现贷款办理流程无纸化操

作，既减少了复印费用，又缩短了贷

款办理时间，充分体现“服务一线，方

便群众”的宗旨。

贷款方便快捷，还款也实现“一

键搞定”。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

副行长吕军介绍说：“我们和支付

宝、银联、银行都建立了合作，学生

可以随时随地选取任意方式进行还

款，无需再找固定网点还款。支付

宝还款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还款

过程中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全部由银

行承担。”

“感谢助学贷款好政策，解了我

们一家的燃眉之急。”钦南县那彭镇

英学村贫困生梁培明家庭有 5 口

人，一家人挤在一间简陋的红砖房

里生活，父母年过半百，主要靠种植

甘蔗和辣椒维持生活。今年梁培明

考上上海海事大学，通过申请国家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广西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及钦州市

困难学生补贴，学费、路费、生活费

等问题均已经得到解决，不日将踏

上大学征途。

2007年以来，广西全面建立健

全学生资助体系，在各个学段实现

“全程覆盖、无缝衔接”，贯彻落实党

委、政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的承诺。今年8月15

日~9月15日，广西在自治区、市、县

三级全面开通资助热线电话，并向全

区4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考生发送

资助政策短信，为学生及家长提供咨

询、求助和投诉服务，确保第一时间

为贫困学子解决难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总督学

黄华吉说：“今年，广西建立了助学贷

款救助机制，出台了《广西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还款救助实施细则》，对

死亡、失踪的毕业借款学生和因故丧

失劳动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毕业

借款学生，可以申请一次性代偿全部

应还本息；对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类毕

业借款学生，患有重大疾病类毕业借

款学生或家庭成员以及经济收入仍

特别低或失业的毕业借款学生，可以

申请代偿当年部分应还本息，切实帮

助特困借款学生解决毕业后家庭经

济困难。”

广西自2008年试点国家开发银

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以来，至

今已走过10个年头。其间，国家开

发银行广西分行已累计发放生源地

助学贷款136.4亿元，受益贫困学生

超过90万人（约216万人次），贷款

余额85.25亿元，发放额、贷款余额、

受益人数均全国第一。据统计，广西

40%以上考上大学的学生都获得了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支持，大大缓解

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情况。一大

批学子通过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

走上工作岗位，彻底改变了自己及家

庭的贫穷面貌。

防控近视
不缺措施缺践行
□ 王石川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

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人，青少年

近视率居世界第一。《中国学生近视高

发亟待干预》提到的一组数据也令人触

目惊心：一项新研究发现，从小学一年

级至初中一年级，中国学生的近视比例

上升了 50%以上；（受调查者中）有 12%

的小学一年级孩子患有近视，而在初中

一年级时，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7%。其

实，即使没有参照数据，仅观察我们身

边就会发现，“小眼镜”越来越多，并且

越到高年级近视比例越高。

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代孩子是电子

“保姆”带大的——从智能手机到平板

电脑，电子产品成了一些孩子的标配，

无节制使用必然伤害视力；作业过多，

学习负担过重，导致用眼过度，这是另

一个原因。与之相对应的是，孩子缺少

户外运动，成了“三门儿童”——上学出

家门，出了家门进车门，出了车门进校

门。被学业过度“绑架”，放松身心、调

适眼睛的时间哪还充裕？正如有专家

说，户外锻炼不达标是孩子近视的重要

原因。

防控孩子近视，迫在眉睫，不容丝

毫延宕。从制度设计上看，相关部门已

研究制定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除了提出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的阶段性目标，明确家庭、学校、医疗

卫生机构等各方面责任，还决定建立全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

制度。这一制度设计，亮点颇多，比如

明确家庭责任和建立考核制度。

防控孩子近视，家庭不可忽视本应

承担的责任。据调查，孩子近视，一些

家长不以为意，甚至觉得无关紧要，只

要成绩好即可，“表面上，大多数家长表

示孩子的视力和学习成绩一样重要，但

是实际中，他们更倾向于牺牲孩子的部

分视力去换取成绩。”显然，这是对孩子

不负责任。另一种常见情况是，一些家

长图省心，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任其玩

耍。信息化时代，电子产品正全面渗透

我们的日常生活，视其为洪水猛兽固然

不妥，放任孩子沉迷其中同样不对。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防控

近视不缺措施，缺的是践行。以家庭作

业为例，早在数年前，教育部就明确要

求各地中小学校要控制课外作业总量，

小学一至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

业。但在具体落实上，成效让人不敢恭

维。据《光明日报》前不久报道，小学

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

书面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

中不得超过90分钟，原则上采用纸质作

业等减负措施，已写入相关部门制定的

防控孩子近视的《征求意见稿》。基于

前车之鉴，要使规定不再“虚拟化”，就

须监督实打实。

“近距离长时间用眼”和“缺乏户外活动”是主因，而课业负担重、沉迷电子产品

则加剧了青少年近距离长时间用眼，视力得不到保护

青少年近视率低龄高发谁之过

广西助学 10 年受益学生近百万
已覆盖14个设区市30个县份的46个乡镇

9月4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妇幼保健所联合镇江康复眼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润州区机关幼儿园，开展“爱眼

护眼 从小做起”活动，通过视力屈光度检查、眼保健操指导等形式，为幼儿讲解用眼卫生常识，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

爱护眼睛的好习惯。图为医生在为幼儿进行视力屈光度检查。 新华社发（石玉成 摄）

近年来，随着中国月嫂市场需求爆发

式增长，月嫂身价也“水涨船高”。但高收

入并不意味着高素质，月嫂市场乱象频频

爆出，家政服务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上岗证随便买
明星级月入三四万元

围绕如何开展救治和护理，亳州市制

定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和机制，明确集中供

养机制、对象、内容、程序、出院及临终管

理、供养保障等内容。

安徽亳州创新
失能五保老人医养结合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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