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1 星期三
本版编辑：明 慧 Email ：523130654@qq.com 热线：（010）56805202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0606 聚焦 FocusFocus

声 音

青海青海果洛果洛
暑假里的暑假里的““育育苗加油站苗加油站””

暑假里，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沁县下大武乡年扎村夏季草场的“育苗

加油站”里，孩子们唱歌、绘画、游戏，享受

快乐时光。据了解，牧民转场到夏季草场

之后，居住分散，放假的孩子们往往无人看

管。为解决这个问题，玛沁县从2018年起

开办“育苗加油站”，聘请暑假回乡的大学

生，组织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活动。如今，“育苗加油站”已在玛沁县

35个行政村实现全部覆盖，让孩子们的假

期越来越丰富多彩，受到家长好评。图为

在年扎村的“育苗加油站”，孩子们在一起

玩耍。

新华社记者 张 龙 摄

本报讯 近日，西北地

区高校工程训练研究会课

程思政与劳动教育联盟正

式成立，西北工业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宁

夏大学、青海大学、新疆大

学等60多所西北地区高校

工程实践训练中心和有关

企业加盟，系国内首个课程

思政与劳动教育融合发展

的高校联盟。

据悉，该联盟由西北工

训研究会理事长单位——西

北工业大学工程实践训练中

心，联合陕西省各高校工程

实践训练中心倡议成立。联

盟以“促进交流、资源共享、

互利合作、共同创新”为宗

旨，积极发挥西北地区高校

工程训练研究会的区位优

势，围绕课程育人与劳动育

人等主题，致力于教师课程

思政与劳动教育能力培养、

教学观摩、教师教学竞赛、党

建工作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促进教师育人能力

与质量全面提升。

根据联盟章程，联盟将

定期组织开展学术交流与经

验分享、专题培训等活动，深

耕工程实践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持续强化实践教学课程

思政与劳动教育，推进西北

地区高校课程育人和劳动育

人工作。

（冯 丽 谭金强 侯晨晓）

□ 韩丹东 卫垚旭

暑假期间，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是广大家长的共同心愿。

两年前，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的指导下，“青少年防沉

迷系统”(即“青少年模式”)在短

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

被众多家长寄予厚望，希望其能

够成为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的“神器”。

如今，青少年模式发展运用

情况如何？调查发现，当前大多

网络平台都启用了青少年模式，

并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不少家

长对此表示赞赏。同时，也有一

些网络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存在

入口不显著、随意开关、开启后

仍能浏览不良内容等问题亟待

解决。

严格设置禁用时间
随意开关约束不足

相关人员在试用了20多种

应用程序的青少年模式后发现：

有的采取实名认证的方式，若用

户是未成年人，系统将自动进入

青少年模式。如游戏类应用王

者荣耀与和平精英，不少家长对

此非常支持；有的视频应用和社

交应用程序需要自主设置4位

数字的密码或需要输入账号密

码，才能打开或退出青少年模

式，这种自主开启的方式对青少

年的自律能力要求较高，同时也

需要父母的密切监督；还有一些

App每次开启青少年模式都需

要重置密码，因此密码重复率

低，规律难循，保密性较高。

进入青少年模式后，社交类

应用大多未对青少年模式的使

用时长和时间段进行设限，但视

频和短视频等应用程序会自动

开启时间锁，一般时长为40分

钟，符合持续用眼的合理时长。

使用发现，若单日使用时长

超过触发时间，需再次输入密码

才能继续使用。每天22时至次

日6时是青少年禁用App的时

间段，这有助于保障青少年每天

至少8小时的睡眠时间。有的短

视频平台虽然默认开启时间锁

为40分钟，但家长可以输入密

码后选择关闭时间锁，同时也可

以修改时间锁时间，最长时间为

120分钟。

游戏类应用的青少年模式，

通常在时间管理上采用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的设置，如和平精英

规定青少年每天游戏时长不能

超过1.5小时，但法定节假日期

间有所放宽，要求不能超过3小

时。每日22时至次日8时是青

少年禁用游戏App的时间段。

8月4日，王者荣耀健康升级公

告，未成年用户每日22时至次

日8时禁玩，国家法定节假日每

日限玩两小时，其他时间每日限

玩1小时。

尽管如此，一些人对青少年

模式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依然持

怀疑态度。

北京市民沈女士的孩子即

将上高二，这两年为了防止孩子

过度上网，她一直在和孩子斗智

斗勇。沈女士说，很多网络平台

的青少年模式可以随意选择，没

有强制性，甚至点个“跳过”就行

了。有的游戏时间可以选择延

长，根本起不到限制作用。

今年7月下旬，中央网信办

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整治的重

点之一，便是防沉迷系统和“青

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问题。

模式操作繁易不同
个别应用难倒家长

不同应用程序操作青少年

模式的难易程度不同。一些视

频和社交App都会在打开页面

时，自动弹出是否开启青少年模

式的窗口提醒，进入后输入密码

就能直接开启青少年模式，操作

简单方便。

在上述试用的所有网络应

用程序中，抖音的青少年模式最

为便捷。用户每日首次登录时，

都有弹窗提示可选择开启青少

年模式；从第二次使用青少年模

式开始，用户不再需要输入密

码，只要在菜单栏“我”的左上角

一键点击开启即可。

但也有一些社交类应用的

青少年模式设置相对复杂。如

用户要打开青少年模式需依次

点击“我的”“设置”“青少年模

式”“输入密码完成”。同时，家

长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视频号、直

播、公众号、小程序、看一看、搜

一搜、游戏等允许访问范围。

这些应用程序繁杂的设置

路径，给一些不能熟练使用智能

设备的家长造成了困扰。

“隐藏得太深了，还是孩子

告诉我在哪里才能找到开启青

少年模式的选项。”儿子正在上

小学的北京市民吴女士说。

“一点都不方便，我以为打

开就行了，结果还有那么多的设

置。”女儿即将上初三的天津市

民蔡女士抱怨道。

不仅如此，在打开青少年模

式后，有的应用程序，如陌陌

App会在其页面下方显示“关闭

青少年模式”的提示，并且在使

用App期间始终醒目存在，导

致一些用户体验感不佳。对此，

有家长质疑平台是否真心想让

用户启用青少年模式。

禁用常见消费功能
过度设限内容匮乏

近日，一名未成年男孩 70

天为女主播打赏158万元的新

闻引起舆论哗然。事实上，青少

年模式对消费功能的管理也是

家长关注的重要内容。

据调查，基本上所有应用程

序的青少年模式都关闭了常见

的消费渠道。

青少年模式下，微信支付中

除手机充值、城市服务和防疫健

康码3个功能外，其他生活服务、

交通出行和购物消费类的功能

全部禁用，金融理财类功能则直

接隐藏。短视频应用快手和抖

音禁止青少年观看直播，从根本

上防范了青少年充值打赏的风

险，抖音还关闭了抖音商城。视

频平台爱奇艺、腾讯、优酷和芒

果TV关闭了会员中心和金融福

利、游戏等其他一切消费渠道。

B站也关闭了会员购和充值打

赏等消费操作。

在内容权限方面，视频应用

爱奇艺、芒果TV、腾讯和优酷开

启青少年模式后，会关闭搜索功

能和直播、漫画、小说和云游戏

等娱乐功能。影视库以动画片为

主，包括儿歌、益智、冒险、搞笑等

少儿类内容和幼教、科普、兴趣、

实用等教育类内容。B站在上述

限制外，还禁止查看个人动态、

关注、粉丝，禁止弹幕互动。

短视频应用抖音和快手不

再区分视频来自关注还是推荐，

而是统一为青少年提供有益其

身心健康的内容，如手工、艺术、

科普、美食、教育、动画等。同

时，查看主页和消息、评论、转

发、关注、发布视频等功能全部

禁用。此外，快手还禁用了搜索

功能，而抖音虽然未完全禁用该

功能，但系统会对搜索结果自动

过滤。

整体而言，青少年模式的内

容管理预防了未成年人因为接

触不良内容而产生模仿行为或

形成扭曲的价值观。但也有一

些受访的青少年吐槽，青少年模

式下的内容过于单调、幼稚，来

自北京的高一学生小张说：“里

面的内容大多是给五六岁的孩

子看的，我已经15岁了，找不到

能让我感兴趣的内容。”

多位受访的专家也指出，如

果过度设置、内容单调匮乏导致

大多数青少年都抵触的话，也就

失去了设置青少年模式的意

义。因此，如何为不同年龄段的

青少年提供符合其心智发展的

内容，如何设置适度的使用权

限，仍然需要各网络平台继续

探索。

□ 高 阳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

根。咱们发展山地种植，就要特

别注意水土保持。”7月盛夏，一

场农技讲座在重庆市城口县咸宜

镇举行。几位农学专业的大学生

和指导老师依次上台，向村民们

讲解土壤健康、水土保持的知识。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咸宜

镇，地广人稀、山高坡陡，是重庆

市确定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

镇。今年暑假，西南大学的学生

实践团队来到这里，将农学专业

理论知识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开

展支农助农活动，受到村民们的

欢迎。

咸宜镇大部分坡地在海拔

1000米以上，适宜发展魔芋产业

和中药材种植。针对当地的种植

情况和特色，实践团队事先收集

资料，制作图文并茂的种植科普

指南，在农技讲座现场免费发放。

然而，一些村民由于居住偏

远或忙于农务，没能赶来镇上参

加。实践团队队员们一合计，不

如上门入户，主动将技术送到田

间地头。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每

两到三人一组，分头上山走访。

每到一户，队员们都入户了

解村民家庭情况，实地查看作物

生长情况。咸宜镇李坪村五组

的冯定周种了40多亩魔芋，其

中一块地长势不佳，看到队员们

上门，他赶忙求助。

“你看，这些叶子全都耷拉

下去了，茎秆也开始软烂，这是

软腐病的症状。”来自土地资源

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任中昊

拔起一株芋苗，仔细查看后告诉

冯定周，温度高、湿度大都有可

能导致软腐病。“这种病还会传

染，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一定要

及时拔掉病株。”

什么时候除草、施用哪种化

肥、遇到病虫害怎样处理……队

员们一边帮村民除草疏苗，一边

讲解种植知识，答疑解问。遇到

一时拿不准的“疑难杂症”，同学

们就申请“场外支援”，通过视频

电话寻求学校教授的远程指导。

忙碌在田间地头，时间过得

飞快。临近傍晚，队员们准备下

山休整，第二天继续走访种植

户，却被热情的村民一把拦下：

“今晚就留在我们这里吃饭好不

好？知道今天有大学生专家来，

前面还有两户一早就守在家，盼

着你们指导呢！”

走访农户过程中，实践团队

发现当地留守儿童较多，放暑假

后，孩子们的管护成了大问题。

队员们主动请缨，借用学校校

舍、村委会办公室办起了免费暑

期托管班。“袁隆平爷爷故事讲

述”“农业植物双语科学科普”

“科研趣味小实验”……大家发

挥专业特长，用丰富多彩的兴趣

课程，帮助山里娃度过一个充实

有意义的暑假。

奔走在山间、吃住在村里，队

员们的努力和付出得到村民们的

认可。“这些大学生特别接地气，

大伙儿盼着他们明年暑假还来！”

李坪村党支部书记冯定江说。

□ 指 云

“在承建工程项目、联合

办学等方面非法收受财物”

“签订长聘或短聘合同只看

是否提前‘打点’”“以招生宣

传 劳 务 费 的 名 义 套 取 资

金”……今年以来，已有多名

职业院校领导干部接受审查

调查或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这暴露出职业院校存在任性

用权、监管缺位等问题，应引

起重视。

腐败是社会毒瘤，教育

领域腐败更是危害极大，历

来被群众深恶痛绝。对职业

院校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

查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国家和有关部门在教育

反腐问题上，始终坚持零容

忍的态度不变、严厉惩处的

尺度不松。

那么，在惩治腐败高压

态势下，为何仍有人顶风作

案？归根结底，还是一个

“利”字。从通报来看，这些

被查处的学校领导干部的腐

败行为不乏一些共同特点：

“靠山吃山”，热衷权力变现。

与其他类型的教育不

同，职业教育对外部因素的

依赖更大，职业院校需要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

本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特

色，但在一些院校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

淡漠”的情况下，却成了他们

权力变现的手段。这充分说

明：一旦院校制度不够完善、

领导决策不民主、财务不够

透明、内部监督不到位，就会

在承建工程项目、销售商品、

联合办学、资金结算等方面

给腐败“蛀虫”可乘之机。校

企变成利益共同体，合作成

为利益输送渠道，不仅破坏

商业公平，也影响各项目完

成质量。

特别是，职业院校主要

负责人很少交流至其他高校

继续任职，多数在岗位上长

达 十 几 年 ，甚 至“ 一 站 到

底”。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

易让人陷入人情陷阱，形成

利益集合体。

哪里有不受监督的权

力，哪里就有横行的腐败。

权力越大，对权力的制约越

要及时有效地跟进。预防和

惩治职业院校腐败，织牢织

密制度笼子是关键。各院校

应建立和完善涉及重大事

项、重大额度资金使用、重点

工程建设、招生管理等方面

的明确流程和商议制度，使

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同

时，要构建多方联动体系，深

入开展日常监督调研，加强

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积极

推进校务政务公开，确保各

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职业院校承担

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任务。

着眼于长远发展，职业院校

绝不能成为监督盲区。风清

气正的职业院校，才能培养

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才能确保职业教育前

途广阔。

本报讯 在第13个全

民健身日来临之际，“青少年

冬奥教育基地”8月8日正式

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

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

普及冰雪运动。

据中国科技馆副馆长

庞晓东介绍，作为我国唯一

的国家级科技馆，中国科技

馆充分依托现代科技馆体系

建立并推广普及冬季体育运

动知识与技术创新平台，构

建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

数字科技馆，基层社区科普

“四位一体”的平台体系；针

对公众不同认知水平或不同

地域范围，开发冬季体育运

动知识与技术的科普资源，

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冰

雪运动的兴趣；探索建立国

家、地方、基层社区不同层次

的冰雪运动推广示范的思

路与模式；结合创新技术，

构建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

技术推广普及创新平台，借

助传播媒介加大冰雪运动

文化推广力度。

位于中国科技馆主展厅

三层的“科技冬奥即时展览”

也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包

括：冬奥会发展历程、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会徽、吉祥物、火炬，以及科

技冬奥等展品。机器人乐队

“墨甲”使用中国传统乐器演

奏《共迎未来》主题曲；青铜

机器人“饕餮”可以向观众介

绍冬奥小知识，为展览增加

趣味性。

（汪 涌 张元世男）

教育资讯

职业院校岂能成“独立王国”

“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落户中国科技馆
构建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数字科技馆，

基层社区科普“四位一体”平台体系

国内首个高校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联盟成立
致力于教师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能力培养、教学

观摩、教师教学竞赛、党建工作等方面交流与合作

家长渴望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方便好用
一些网络平台入口不显著、随意开关、开启后仍能浏览不良内容等问题亟待解决

暑期“三下乡” 这群大学生超“接地气”
今年暑假，西南大学的学生实践团队来到重庆市城口县咸宜镇，将农学专业

理论知识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开展支农助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