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火星探测
“初露峥嵘”

高高塔架中间的红色平台缓缓升高，

着陆器点火、塔器分离、悬停避障……在

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这里是位

于河北怀来的地外天体着陆综合试验

场。11月14日，中国火星探测任务终

于在这里揭开神秘面纱，首次公开亮

相，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

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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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功夫
要多下在课外
□ 李 萌

“小学生过了晚上 9 点就不用写作

业。”近日，有地区针对学生减负问题公

开征求意见。方案一经发布，便触发了

不少家长的担忧：“用不了多久，孩子就

得成学渣了！”

而这样的场景，似乎已成为某种固

定的互动模式：每有减负政策出台，总有

家长“坐不住”。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

的方面在于，减负的“大刀”砍来砍去，往

往只是在学校“一头”。可在家长心里，

教育是头等大事，关乎孩子未来，学习时

间越短，成才的担忧就越重。放学早了，

怕撒野去玩不务正业；作业少了，怕练习

不够成绩糟糕，于是乎，学校课上“减”，

家长课外“加”便成了某种被动而无奈的

选择。对孩子来说，从书山题海、超纲教

学，到上不完的特长班、线上课，身上的

“书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翻着花样倍

增。难怪有人会调侃，学校越来越“松”，

家长和孩子越来越“疯”。

教育到底是该减负还是增压？首先

必须明确的是，减负不是失压，快乐不是

“放水”。曾经舆论场上有种声音，认为

西方教育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快乐教

育”，越自由越轻松越成功，然而事实证

明这纯属误读。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础

教育以扎实见长，孩子们在勤学苦练里

打牢基础，也涵养了刻苦专注的品性。

这种效果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身上都

有鲜明呈现，现在也为西方国家所推

崇。可以说，过于强调轻松学习本不科

学，严师、严管是教育的必要条件，在学

习上有点压力、吃些苦头也是学生阶段

必经的过程。

其次，减负不是削弱学校教学的分

量，反而是对其“能量密度”的进一步倒

逼。当学校教学的“营养”充足时，在课外

时间才能更好放松身心，这才是减负的一

体之两面。在这方面，相关政策得继续动

真格，整治“超纲考”调整指挥棒是必要

的，同时也要科学平衡学校与家长之间的

责任分配。眼下，作业家长来改、学习家

长督促、特长家长培养的现实背后，其实

是一些教育责任从学校向家庭转移，而家

长能力、精力有限，往往仓皇加压而又不

得其法。因此，减负不能光在课堂时长、

作业数量上做减法，更应该提高学校教学

的质量，让孩子应学尽学，在此基础上加

强学校与家庭的沟通，充分赢得家长的信

任，从根上纾解“掉队”焦虑。

让孩子健康成长，是父母老师的心

愿，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望。重质量地

教学，有针对地减负，孩子们的书包分量

会更合理，千万家庭也能更安心。

□ 赵婀娜

基础教育关系到每一个人，是提

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富强的基础性

工程。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通气会，

介绍教育部和各地贯彻落实全国基

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进展情况，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了

基础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治理情况。

课业设置更合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轻中

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社会上也广泛呼吁

做好减负工作。去年底，教育部等九

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

施》（以下简称“减负三十条”），这是

第一个全面系统推进中小学生减负

工作的文件，明确了学校、校外培训

机构、家庭和政府各方责任。各地积

极贯彻落实“减负三十条”，已有24

个省份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

“要对减负工作有一个全面的、

正确的理解。”吕玉刚强调，减负不是

让学生没有学习负担，而是要减去强

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

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

减负不能简单地降低课业难度、减少

作业量，不能一味搞“一刀切”减负，

应按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科学减

负，有减有增，使学生负担保持在合

理的、适度的范围之内。要针对当前

学生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短板问题，加

强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实践，同时

按照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需

要，坚持因材施教，提供选修课程、弹

性作业和帮扶辅导，积极拓展学生的

学习空间，保证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

学业质量标准。

减负要坚持综合施策、多方联

动。吕玉刚说，首先，学校要通过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提质增效，精准分析

学情，注重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

导，解决好学生学习上“吃不饱”“消

化不了”等问题；要减少考试次数，不

得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坚决禁止分

班考试，实行均衡编班。其次，要深

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规范培训行

为，严禁超标超前培训，强化日常监

督管理，完善“黑白名单”制度，切实

减轻校外培训造成的过重课外负

担。再次，要深入推进家校协同育

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

性帮助孩子设定人生目标，防止盲目

攀比、送孩子参加不必要的校外培

训。最后，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不片面以升学

率考评学校和教师，更不得给学校下

达升学指标；要深化中高考命题改革

和招生入学改革，切实提高命题质

量，注重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不出超

标难题怪题，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缓

解竞争压力。

义务教育更公平

教育部一直将控辍保学作为重

大任务，5月底专门召开了全国控辍

保学工作现场推进会，强化了联控

联保责任机制，建立了控辍台账销

号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大控辍保学

推进力度。

10月29日，中纪委公布了控辍

保学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全

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

段辍学学生人数已由2019年5月底

的29万减少至6.5万，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人数由15万减少至

2.7万。“三区三州”义务教育阶段辍

学学生人数，由2019年5月底的7.1

万减少至2.7万，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人数由 3.3 万减少至 0.8

万。控辍保学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

性成果，为到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到95%、实现义务教育有保

障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也

是教育部近些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以促进教育公平为导向，按照“学校

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教

育部推动各地形成公平完善的就近

入学规则。今年初，专门印发了做好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积极

稳妥推进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

盖。目前，全国24个大城市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到98.6%。

课后服务更贴心

2018年是近10年来义务教育

大班额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平

均大班额比例下降到7.1%。其中，

超大班额比例下降到0.5%，有14个

省份提前实现了到2020年大班额比

例控制在5%以内的目标。

今年，教育部重点推动大班额比

例超过6%的11个省份加大工作力

度，采取强化招生入学源头控制、加强

学校建设经费支持、开展督导检查等

措施。据摸底，这11个省份大班额平

均比例由去年的11.8%下降到目前的

6.5%，其中，海南由 17.2%下降到

3.4%，湖南由16.2%下降到5.1%。

义务教育阶段中，“三点半”接孩

子难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家庭。近两

年来，教育部推动中小学建立学生弹

性离校制度，有效开展课后服务工

作，不断扩大课后服务覆盖面，丰富

课后服务内容，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目前，有29个省份已经制定了

关于建立中小学课后服务制度的意

见，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也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据统计，全

国 36 个大中城市 66.2%的小学、

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

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自

愿参加了课后服务，参与教师比例分

别为58.3%和 35.1%。课后服务还

将向市县中小学延伸拓展，满足更多

家庭和学生的需求。

□ 倪 秀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和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习近平

总书记2018年2月在凉山视察时指

出，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

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

本之策，我们要用教育之光去点亮每

个孩子的梦想。”四川省把凉山彝族

自治州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这块教育

脱贫攻坚的“硬骨头”，确定为“厅长

突破项目”。

“有效减少存量，严格控制增量，

确保不让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适龄

子女失辍学，逐步把适龄儿童少年辍

学率降到最低水平”是四川“厅长突

破项目”预期目标。为此，四川采取

精准摸排、强化保障、多元化劝返、分

类复学等措施，全面落实义务教育

“三免一补”等政策，因贫失学问题基

本解决。为确保凉山贫困家庭子女

全部劝返回校，直面失学辍学问题

“自揭盖子”，暗访督查到校到村到

户，精准施策，全面整改。同时，启动

“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因过不

了“语言关”而厌学辍学问题也得到

有效解决。

彝家女孩成“推普小天使”
——学前学会普通话，打通入学

语言关

“我家住在大山里，爷爷却说要

移山，小推车，轱辘架，嘎吱嘎吱移

大山。”

一阵清脆的童声从凉山州会理

县小黑箐镇茨竹村幼教点教室传出

来，彝族女孩肖琼正和小朋友们一起

表演《愚公移山》的情景剧，可爱的肖琼

被大家称为“推普小天使”。

看着落落大方、发音标准的肖琼，

幼教点辅导员陶国玉、倪芳瑶介绍

说，肖琼在来幼教点之前从来没有接

触过普通话，家里的爸爸妈妈和其他

长辈沟通用的都是彝语。

而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却是普遍

现象。两位辅导员坚持按“一日活动

流程”“每周一计划”“每月一主题”安

排，从最简单的发音、日常生活用语

和对话入手，通过一年的普通话学

习，现在孩子们都能用普通话讲故事

唱儿歌。

截至今年6月底，试点范围的学

前儿童普通话达标测评合格率达

73.5%，经两次测评后，进入义务教

育的合格率达99.23%。以茨竹幼教

点为例，该幼教点参加测评的29名

幼儿，80分~90分的6人，90分以上

20人，100分3人。

从去年 5月开始，国务院扶贫

办、教育部在凉山州启动“学前学会

普通话”行动试点，依托“一村一

幼”，围绕“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

惯，懂得感恩情”的目标，帮助儿童

在学前学会普通话，听懂、会说、敢

说、会用普通话，切实帮助凉山儿童

在学前阶段过好国家通用语言关，

夯实了义务教育的基础，从源头上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实施以

来，凉山州累计培训辅导员3万余人

次，并制定了《凉山州“学前学会普通

话”考核细则》《学前学普办督查考核

细则》等7项制度，加强幼教点和辅

导员管理、督查、考核，切实保障儿童

在校时间和保教质量。自主编印的

《索玛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辅导员教

育征文案例集等成果，还在全国第

21届推普周进行了现场展示。

目前，此项行动已覆盖凉山州

所有幼教点和幼儿园，并扩展到了

小凉山彝区，预计到2020年，学前

学会普通话行动将惠及学前幼儿50

万人。

一场跨越3400公里的
劝返之旅

——控辍保学“一个都不能少”

会东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南

端，库尔勒市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两地相距3400公里。据统

计，每年会东县有5000余人前往新

疆务工，其中以库尔勒为中心的巴州

地区最多。

今年6月，会东县拉马乡政府排

查出有13名儿童因随父母远赴库尔

勒务工导致失学，随后成立“护苗行

动”小组，付兴奎、沙文军、付你补3

名基层干部开启了一场跨越3400公

里的劝返之旅。

“您好！您是兰兰的父亲吧？我

们来接您的孩子回家上学。”工作组

成员根据位置定位找到了兰兰父母

务工所在工厂，兰兰的父母既惊讶又

感动，兰兰却很不愿再上学。

这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原来，兰

兰不想回乡是不想让父母因为她上

学增添负担。工作组成员向兰兰和

其父母耐心细致地解释义务教育法、

国家资助政策，当兰兰明白上学读书

不会增加家庭负担后，终于答应回乡

重返校园。

“好在新疆那个季节昼长夜短，

晚上11点才天黑，让我们有比较宽

裕的时间四处寻找孩子。”6月17日，

在库尔勒市火车站川流不息的人流

中，也许没有人会留意到13个孩子

上火车的一幕，但送站的家长们内心

暖流涌动。

“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我们带着

13个孩子上火车时，家长们那深深

的鞠躬。”回想起这次劝返之旅，沙文军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为了13个孩子，跨越3400公里

劝返；而为了更多孩子，会东县还在

库尔勒设立了该县第一个驻外地农

民工党支部、农民工工作站、民族团

结工作站。借助站点，能有效联系广

大外出在库尔勒务工人员，通过他们

提供的信息精准锁定辍学学生的去

向，为及时化解失辍学生提供了极大

便利。

为抓好控辍保学，四川省以省

政府名义在凉山州召开全省控辍保

学暨农村学校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教育厅成立控辍保学专项工作组，

连续出台4个文件，强化控辍保学

“五长”责任落实。建立公安户籍、

教育学籍比对核查机制和县、乡、

村、校“四本”台账，摸清底数。建立

控辍保学动态管理系统，实行失学

辍学个人信息入库、动态监控、逐一

劝返销账。实施“一人一案”，采取

学业补偿、集中办班、随班就读等方

式，保证辍学学生完成义务教育。

截至今年10月24日，凉山州已化解

58,441名失辍学生。

勇 啃 控 辍 保 学“ 硬 骨 头 ”
四川采取精准摸排、强化保障、多元化劝返、分类复学等措施，全面落实

义务教育“三免一补”等政策，凉山彝族自治州因贫失学问题基本解决

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新阶段
狠抓学生负担过重、控辍保学、丰富课后服务等热点难点问题

给给““蓝天娃蓝天娃””种下种下
爱祖国爱空爱祖国爱空军军种子种子

近年来，空军努力推进蓝天幼教

品牌在“艺术型”与“德育型”并重路

子上深入发展，给“蓝天娃”从小种下

爱祖国爱空军的种子，让军人的后代

幸福成长，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

材。图为空后蓝天幼儿园开展“我最

喜欢的空军战机”故事会活动，老师

在给小朋友们讲战机的故事。

新华社发（万 全 摄）

7版

新一代动车组
引领铁路技术突破

中国中车工业化平台动车组是一

个划时代、全球性的技术突破，是世界

铁路行业的重要技术突破，“中国创造”

有望带来万亿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