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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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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托管遵循“教师志愿、学生自愿”要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7月13日，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介
绍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和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5月底，全国共
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
务，6496.3万学生、465.6万教师参与了课
后服务。

部分大城市课后服务学校
覆盖率超过90%

长时间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
“三点半”放学现象，减轻了学生在校学习负
担，由此带来了家长因未到下班时间接孩子
难问题，有的还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
增加了过重校外负担，也就是“校内减负、校
外增负”现象,“三点半”难题已成为社会广
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透露，
截至5月底，全国范围内，开展课后服务的
城区学校覆盖率为75.8%，学生参与率为
55.4%，教师参与率为62%，部分大城市课
后服务学校覆盖率超过90%，课后服务工
作取得重要进展。

但他也指出，课后服务还存在各地工作
进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课后服务时间偏短、有
的经费保障不到位、有的课后服务吸引力还
不够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吕玉刚介绍，教育部深入做好课后服务
工作的具体要求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全
面覆盖、保证时间、提高质量、强化保障”。

他进一步解释道，第一，各地各校要从
实际出发，“一校一案”制订完善课后服务具
体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
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
全覆盖。第二，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
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

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
时间相衔接。对家长接孩子还有困难的学
生，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第三，学校要结
合办学特色、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充分调
动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开发设置多种
课后服务项目，切实增强吸引力和有效性。
第四，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明确相
关标准，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
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充分利用好少年宫、青
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

“课程评价是课后服务创新的不竭动
力”，会上，吉林省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
学校长温剑介绍，学校充分发挥“学校自评、
学区内评、督导月评、校安网评、数据总评、
部门联评”的六维评价体系作用，积极尝试
从过程性评价、展示性评价、家长评价三个
维度进行评价改革。包括每日、每周进行实
时监测与总结，对课后服务教学质量进行常
态化过程性评价；以公众号、视频号等媒介
为基础，开展全平台、多领域的课后服务展
示性评价；以学期中与学期末匿名制家长调
查问卷形式开展调研，广泛征求家长意见，
进行多维立体家长评价。

一系列探索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我校
课后服务学生参与率97.8%，教师参与率
96%，真正实现了‘三个提升’：教师专业能
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家长教育获得
感提升。”温剑说。

据了解，教育部已经建立了课后服务直
报系统，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加强工
作调度。

会同妇联等组织多元提供
暑期托管服务

暑假临近，一些双职工家庭面临“孩子

无处去、家长看护难”问题。为满足广大
家长需求、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
引导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
意义的假期，一些地方和学校主动推出暑
期托管服务。

为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
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据介绍，《通知》明确了暑期托管服务应
遵循学校主动、社会参与、教师志愿、学生自
愿、公益普惠等基本要求，同时对服务内容、
保障条件等也提出了明确意见。

对于教师如何参与暑期托管服务，《通
知》提出，要引导，但不得强制，并特别强调，
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
时间，依法保障教师权益。

自愿参与暑期托管的还有学生。《通知》
提出，托管服务应以看护为主，确保学生能
够得到充分休息。《通知》还特别希望，家长
要关心重视孩子暑假生活，尽量抽出一定时
间，加强亲子陪伴、交流互动，使孩子的暑假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通知》还提出，要完善暑期托管服务经
费保障机制，可参照课后服务相关政策，采取
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
筹措经费。相关收费标准由地方教育部门商
有关主管部门制定，学校不得违规收费。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明
认为：“《通知》中明确的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的总体原则和具体要求，为地方和学校的实
践探索提供了重要遵循，有助于消除人们对
暑期托管服务的种种顾虑，也有利于保障学
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在暑期托管服务中的
相关权益。”

“假期托管从满足部分家长急难愁盼的
需求出发，解决低龄学生暑期‘看护难’问
题。但不能满足于此，而是需要以学生的健
全成长为目标，也需要以此为标准对托管服
务进行规划、实施、选择和要求。”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提醒，假期托管的
前提是保障安全，但又不能止于保障安全。

“家长、托管方和管理方都必须明确，家长是
托管服务的间接对象，为家长解难不是最终
目标；学生是托管服务的直接对象，学生的
健全成长才是最终目标，是比安全更高层次
的需求和要求，不能本末倒置地为了家长而
忽视孩子，为了安全而忽视、压制学生的健
全成长。”

储朝辉强调，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在积极
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同时，需要严格将
假期活动与学期的就学区分开来，严密筑牢
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这道防线，不
得暗中将假期托管变成复习班、补习班，尤
其要防止各校之间暗中攀比造成整体恶性
后果。

已有媒体报道，上海、三亚等地依托街
道、社区等社会资源，利用大学生志愿者等
社会群体已开展了让家长较为满意的公益
托管服务。

对此，汪明进一步建议，“基于地方探索
的有益经验，学校在开展暑期托管服务中，要
积极寻求相关部门支持，会同共青团、妇联、
工会、社区等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
提供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学校还可以利用一
些成熟的校外活动场所和社会教育资源，如
临近学校的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文化馆、
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拓展暑期托管服
务的内容。此外，还可以积极吸纳大学生志
愿者、社会专业人士等参与学校托管服务。”

●截至5月底，全国共有10.2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
后服务，6496.3万学生、465.6
万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

●“一校一案”，确保今年秋
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
学生全覆盖。同时推行“5+
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
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
2小时

●学校在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中，要积极寻求相关部门支
持，会同共青团、妇联、工会、
社区等组织，通过多种途径、
多种形式提供学生暑期托管
服务

□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今年以来，金融总量适度增长，
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增
强。上半年企业贷款情况怎样？国
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我国金融市
场带来哪些影响？下半年我国货币
政策取向如何？

在国新办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详
细解析上半年金融数据，回应了市
场热点。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 12.76 万亿元，同比多增 6677
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8.37万亿元。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
弘认为，在上年高基数的情况下，信
贷投放保持平稳增长，坚持服务实
体经济导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中长期投资
的投向结构看，金融对制造业、基础
设施业、除房地产以外的服务业等
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稳固，信贷投
放结构持续优化。”

数据显示，6月末，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1.6%，增速连
续4个月超过了40%。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长46.3%，维
持较高增速。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小微企
业融资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态
势。6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1%；普惠小
微贷款支持了3830万户小微经营主
体，同比增长29.2%。5月份新发放
的单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小微企
业的贷款利率是4.93%，较上年同期
下降0.3个百分点。

在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
澜看来，对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企业融资便利性提高，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上半年，能够反映房贷变化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
3.43万亿元，是近年来较高水平。对此，阮健弘提供相关数
据回应了市场对于房贷增长过快的担忧。

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6.6 万亿
元，同比增长13%，增速比上年末回落1.6个百分点；比年
初增加2.1万亿元，同比少增1602亿元。

而个人贷款的另一个重要类别——消费贷款，上半年
也保持平稳增长。6月末，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13%。其中，短期消费贷款增长11.1%，中长期消费贷
款增长13.4%。

邹澜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人民银行将积极引导商业银
行审慎、规范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加强消费贷款用途管理。

针对市场关心的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工作，阮健弘介
绍，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范围有序扩大，应用场景日趋丰
富，系统运行总体稳定。数字人民币试点的选择，综合考虑
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各地产业和
经济特点等因素，试点地区具备广泛代表性，有利于评估数
字人民币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应用前景。

根据人民银行的决定，7月15日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
融机构）。此次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每年降低
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约130亿元。

“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的常规流动性操作，
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改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司长孙国峰介绍，2020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
政策取向，既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又不搞大水漫灌。去年2
月至4月，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货币政策力度较大。但去
年5月以后，货币政策力度逐渐转为常态，并于今年上半年
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态。

在谈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时，孙国峰
表示，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相互影响，但由于疫情防
控和经济恢复存在时间差，因此美国货币政策和中国货币
政策有不同的操作，这是很正常的。当前，我国经济稳中向
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讨论对中国
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影响较小。

孙国峰表示，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将坚持稳字当
头，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
奏，兼顾内外均衡，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同时，密切关注国
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以我为主开展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共
同发出正面声音，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恢复。

—
—

央
行
相
关
负
责
人
详
解
上
半
年
金
融
数
据

□ 新华社记者

20年前的7月13日，中国彻夜未眠。
国旗纷飞，泪水奔流。天安门广场人潮

欢涌，西安古城墙鼓乐齐鸣，西藏民众在喧天
鞭炮声中跳起锅庄舞，国人淌着热泪高喊：

“北京——奥运！”
那一夜，通过电视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

席萨马兰奇的话响彻五洲——2008年第29
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归属北京！

自此，中国体育站上了新的起点，奥运开
始以更活跃的方式在这片古老东方的土地上
刻画深深印迹。

北京，北京！
“今天，世界选择北京！今天，世界仰慕

北京！当国际奥委会委员今晚把他们神圣的
一票投向北京时，也标志着世界把信任投给
了北京，把希望寄予了中国。”

——2001年7月13日《新华社评论员文
章：奥运史上新的里程碑》

是夜，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眼
含热泪，与排着队上前祝贺的国际奥委会委
员逐个握手、拥抱。当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
含着泪水走过来与他拥抱，并说“中国人最高
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时，何振梁的泪水再也
止不住了。

在那之前不久，何振梁作为北京申奥代
表团最后一位陈述人登台发言：“不论你们今
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
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国家体育场“鸟巢”施工总承包商总工程
师李久林对当时团队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劲记忆犹新。要建设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
用钢量最多、技术含量最高、结构最复杂、施
工难度空前的超大型钢结构体育设施工程，

“当时很多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人建不了
‘鸟巢’。但最后我们大家穷尽智慧建造完
成，中国人就要有这种志气！”

7年间，图纸上的建筑一座座拔地而起，
终于迎来了那个万众瞩目的盛夏——当29
个焰火组成的大脚印沿北京中轴线一路绽
放，当李宁高擎火炬绕场一周点亮空中卷轴，
当姚明挥舞着国旗与抗震小英雄林浩一起步
入会场……

奥运圣火终于燃烧在了占世界五分之一
人口的国家！奥林匹克精神得到更广泛的弘
扬。这场无与伦比的盛会，在奥林匹克运动
百余年历史上矗立起一座丰碑。

赛场外，奥运余韵悠长，许多新故事渐次
展开。

“北京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
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申办阶段国际奥委会
的预言变成了真切的现实！

再铸标杆
“举办 2022 年冬奥会，我们满怀信心

……我们坚信，北京冬奥会将再度奏响奥林
匹克和平、友谊、进步的动人篇章，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彩助力。”

——2015年8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的约定 新的出发》

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
办权，李久林肩上压上了新担子。他又成为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总工程师。

十几年弹指而过，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李
久林雄心未减：“‘鸟巢’是我们技术史上的光
辉篇章。我们希望在‘冰丝带’的工程上，在
绿色、智慧和环保上实现新的目标，树立新的
标杆。”

“双奥”传承，正是中国筹办奥运的一个
缩影。

除了“冰丝带”，其他冰上竞赛场馆都是
夏奥“遗产”。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五
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等一批“奥运老
兵”重新上阵，均具备冬夏项目场地双向转换
能力。

更为瞩目的是精气神的传承。北京之
夏的美好记忆，让中国在筹办冬奥会时愈
发从容。中国已然从初识门道的学习者，
成长为推动和引领奥林匹克改革的践行
者。

作为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地之一，曾经
的国家级贫困县崇礼一年光景一年新。大型
滑雪场陆续落成，赛事活动接连举办，崇礼人
捧起了家门口的“雪饭碗”。2019年5月，塞
北小城脱贫摘帽！

首钢工业遗址变废为宝，建起冬奥会滑
雪大跳台赛场“水晶鞋”，北京冬奥组委也到
此安营扎寨，多支冬季项目国字号队伍在这
里建立新基地。

这正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盛赞的
“北京标准”。他说：“北京筹备工作高效，在
《奥林匹克2020议程》下尽可能节俭，同时传
承奥林匹克精神、尊重运动员体验。因此，我
们非常有信心北京将为《奥林匹克2020议
程》树立新标杆。”

冲破黑暗
“奥运会一直承载着一种意义，是世界团

结的象征。当我们在东京奥运会走出这段
‘隧道’，这承载着更多含义，不仅代表团结，
还有人类的不屈。它将引领人们回归社会生
活，让人们彼此更加理解。全世界几十亿人
将会分享这种快乐。”

——2021 年 1 月 28 日巴赫接受新华社
专访

奥运圣火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亮——过

去一年多，这句话使体育人备受鼓舞。
还有十天，历尽坎坷的东京奥运会就要

开幕了。这是历史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
会，东道主和国际奥委会面临巨大考验，运动
员们更是备受煎熬。

中国军团厉兵秣马，埋头苦练。各国家
队积极整合备战资源，组织全国性大集训、大
调训，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同时为缓
解运动员长期集训容易产生的焦虑烦躁情
绪，各队还以集体休整、分散调休等方式进行
调整。

5月，中国乒乓球队举办了模拟赛，国际
乒联、东京电视台来要转播信号，国乒欣然同
意。“我们敢于电视直播，就是敢于让所有的
对手去研究。”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说。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5块金牌，刘国
梁谦虚地提出“保三拼四争五”，但王牌之师
的豪情一丝不减：“要有‘只有中国队才能战
胜中国队’这样的士气！”

“练就是为了战，战也是为了赢，为了站
上最高领奖台。”女排队员朱婷志气高昂。

摩拳擦掌，意气风发，中国体育健儿期待
与世界各地运动员一起，实现更快、更高、更
强，携手冲破黑暗！

而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半年，奥运圣火将
于长城脚下熊熊燃起。中国必将顺利接棒！
奥林匹克将在“双奥之城”北京再次开启新纪
元！

回望来路，20年前的今天，故事翻开了
新的一页。20年沧海桑田，中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年白
驹过隙，奥运精神历久弥新。未来中国与奥
林匹克的情谊必愈加深厚，将写就更多精彩
篇章！

（执笔记者：丁文娴；参与记者：王恒志
苏斌 王梦）

中国与奥林匹克二十载情缘深厚
从初学者到引领改革的践行者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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