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视点评论 2023年4月11日 星期二主编 吴瑛 见习编辑 蔡冷玥
美编 颜雪 校对 张金梅 制作 曹楠4

天天 点观观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共享单车抬到山顶文明素质丢在路上
近日，共享单车运维工作人员将一辆滞留在深圳梧桐山顶

的单车搬下山，历经4小时。该事件被广泛传播后，有用户在
短视频平台上发起“抬共享单车上山”挑战，吸引一些人跟风模
仿。这一事件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谴责抬车上山行为。

把共享单车抬到山上，这样的挑战属实让人费解。
抬车上山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给游客带来潜在风险，在
影响景区环境和秩序的同时，更给运维人员造成极大的
麻烦。如今短视频平台中的各种打卡、挑战多种多样，但
无论是为了吸引流量还是为了秀肌肉，都应该遵守文明
底线，不应该盲目跟风，任性挑战。

张明芳 整理点评

师生同餐，这种“吃”法值得点赞！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组织召开2023年宁波市中小
学食堂采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部署会，全面启动专项治理，并
下发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从9月1日起，实行县域集中采购统
一配送制度，取消教工食堂，实行师生同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校园食品安全更是“先”
中之重。师生同餐，“同”的不仅仅是共用午餐的幸福时
光，“同”的更是舌尖上的安全，便于老师第一时间了解学
生用餐情况，饭菜的外观、口味及食堂的服务，在用餐过
程中同时做好监管，维护好就餐秩序，保证每一位学生都
能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安全。这样的举措值得推广！

对“绿币厕所”大可不必急着批判
近日有游客发视频吐槽，四川省甘孜州折多山上的厕所，

需拿空矿泉水瓶兑门票才能进去。拍摄者称，要去卫生间必
须捡一个空矿泉水瓶，没有空水瓶不能上。人有“三急”，感觉
这样太不人性化。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在其官方
微博回应称，该厕所实为318川藏绿色驿站，是一个环保项
目，欢迎公众提出宝贵的可实施方案便于优化改进。

凭空瓶才能上厕所，乍一看，景区的这一规定有违人
性化。而事实上，涉事厕所并非景区的公共厕所，而是一
间“绿币厕所”，属于公益环保项目，旨在通过引导游客以
捡拾垃圾的方式树立环保理念。而在视频中的指示牌
上，“绿币厕所”的下方还有“旅游公共厕所”可供选择。
在说明中，也提到“绿币厕所”并未强制游客必须提供垃
圾。对于这样一间倡导环保的公益厕所，真相不明前，公
众大可不必急着批判。

“纸巾刺客”待客，是防浪费还是乱收费？
近日，从山西到乌鲁木齐游玩的朱先生在某连锁餐馆用餐，

结账时发现多了一笔5元的餐巾纸费用，“提供餐巾纸不应该是
餐馆的基础服务吗？”工作人员则表示，该店餐巾纸一直都收费。

外出就餐时，餐巾纸是必需品。如今，一些餐馆以降
低成本、节约环保的理由对餐巾纸收费。但是，有些餐馆
不会提前主动告知消费者，直到结账时消费者才知道，此
举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自主选择权。虽然并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餐馆要免费
提供餐巾纸，但对于商家而言，即使是收费也要做到明码
标价，价格合理，不要让“纸巾刺客”刺伤消费者的心。

新闻 1°深深

共谋共建 共育共生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生态

女报 角视视

河南安阳西裴村乡村研学
基地让学生感受农耕文化

儿童游乐安全
不能成“儿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崔安琪 发自安
阳 春日的西裴村，村中有林、林中有河、河中有景、
景中有人，一批批前来游学的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
列队在山间小路行走，在猪猪乐园感受和动物亲近
的别样体验，在劳动工坊里学习做手工……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白璧镇西裴村与大寒
小学合作，建立研学基地，将农耕文化元素融入
乡村研学游，有针对性地组织孩子们开展各类实
践活动，从而达到提高综合素养、加强本土人才
培养的目的。

“研学基地的老师都来自村里，这让学生们
可以体验到原汁原味的农耕文化。”西裴村村支
书贾海军在和大寒小学的负责人对接时这样说
道。西裴村运营团队结合村庄实际，让有技术的
村民经过培训，加入研学课堂，为同学们讲述生
产生活经验。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与乡
村振兴的积极性，使村民由村庄建设的观望者变
成了主力军。

大寒小学也将学生的实践课地址定在西裴村
研学基地。如今，白璧镇的道路平坦宽阔，虽然不
同村，学生们坐车前来也只需要10分钟。

研学基地每个工坊的设置都以“培养学生健康
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理念，紧扣国家教育发展
主线，让学生们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创造。陶艺
坊让学生动手制作陶艺，鼓励学生创造美的事物。食
育坊则锻炼了学生的生活能力。在中医坊，学生们可
以利用中草药手工制作香丸，了解中医传统文化。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通过这次讲座，我意识到家庭和谐
能有效促进亲子关系，以后要多换位思
考，配合老师培养拥有‘四个自信’的孩
子！”

“这次学习，让我对家庭教育有了新
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同等重要。”

……
近日，由北京市顺义区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主办的“家教名师校园行”活动走进
顺义区杨镇中心小学。认真聆听了北京
市学校德育研究会副会长吴甡带来的《家
校携手聚合力，同心同梦同成长》讲座后，
不少家长表示转变了育儿理念，98.6%的
家长给予高度好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构建覆盖城
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自2016年以
来，北京市顺义区妇联、顺义区教委在区
家庭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依托妇女儿童
社会服务中心和区社区教育中心两个平
台，结合北京市“114N”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体系建设，联动各方资源，加强区级家庭
教育指导中心建设，形成常态化活动、专
业化发展、特色化创新、精准化服务的工
作特色，一个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区域教育
共同体在顺义已初具成效。

强化顶层设计 为“家校
社”共育提供制度保障

实现家校社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和
协作，是构建良好育人生态的重要环节。

据顺义区妇联主席肖雅文介绍，为进
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顺义区创新
机制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为家校社协同
育人做好顶层设计。出台区级家庭教育
研究和指导教育细则，成立全区家庭工作
领导小组，并在区教委和区妇联同时设立
家庭教育指导办公室，统一协调区域与各
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教育资源，充分发
挥区委组织部、区文明办、区教委、区妇联
等部门职能优势，推动家校社合作育人。

为保障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能持续
向纵深发展，顺义区首先建立完善三项工
作保障机制。

据肖雅文介绍，区教委和区妇联发挥
自身优势，相互协作，用好“两个平台”。在
经费保障方面，区社教中心家庭教育经费
主要从全区学习型城市建设经费中划拨，
2016年至今，投入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1300余万元；区妇联系统自2018年起每年
投入100多万元用于开展家庭教育实践、
家庭文明建设等。在人员保障方面，区社
教中心下设家庭教育指导办公室，共有7名
在编（教师编）人员专职从事家庭教育工
作。同时，区妇联、区教委依托一线教师资
源和专职妇联干部，建立兼职家庭教育志
愿者团队。在制度保障方面，区妇联全面
梳理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镇街家庭教育
基地、社区（村）家长学校职能，完善制度体
系，不断提升工作阵地规范化和专业化。

为拓宽家庭教育覆盖面，落实学校、
家庭、社会各方责任，区教委、区妇联还分
别面向学校、社区（村）两个层面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

据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家庭教育研
究指导办公室主任田杰介绍，在学校层

面，区社教中心发挥教育行业专家师资优
势，针对学生不同成长阶段需求，采取“区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学校—家长”链接方
式提供指导服务。

在社区（村）层面，则以传播科学家教
理念、开展家庭文明创建等为重点，“通过

‘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镇、街家庭教育
基地—社区（村）家长学校’层级渠道开展
工作，并通过选送‘种子教师’和配送专业
课程送入社区村居。”肖雅文介绍。

积极联动各方资源 强队
伍、创品牌、建特色

为准确把握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着力
点，2016年以来，顺义区持续在全区班级、
社区和家庭等层面开展大规模调研，及时
了解全区家校社协同痛点及各方需求。

“区教委每年都会走进学校了解家长意
见反馈，深入学校与校长、德育干部、班主任
座谈调研，并通过问卷获悉家长、学生心
声。”肖雅文介绍，“各级妇联干部紧抓社区
这个突破口，发挥巾帼志愿者等作用优势，
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研、活动课程等形式，
收集家长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需求。”

家教工作不知如何规划、出现家校矛
盾时缺乏解决方案……聚焦家校协同堵
点，区教委、区妇联着力建立起指导服务
体系。

“自2016年起，我们重点开展了‘三
进’工作，即政策文件进学校、专家名师进
学校、学习资源进学校。”田杰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并依此逐步形成“家长
教育大讲堂、家长教育沙龙、家教名师校

园行、亲子绘本领读”四大品牌活动。
同时，区妇联以需求为导向，将优质

资源引入村和社区，围绕“家长学校”“童
成长”等项目开展教你的孩子如何思考、
亲子间的“沟”“通”秘籍等家教课堂。

截至目前，强大的“师资库”已邀请
400余位专家名人走进学校、社区开展讲
座，为社区（村）家长学校输送社会化服务
课程3000余场，家长满意度达95%以上。

立足区情解决问题，还需建立本土专
业团队。

“区妇联、区教委等部门充分发挥
‘联’字优势，形成‘专人负责管理团队、百
人专家团队、千人志愿者团队、万人家长
团队’金字塔形工作力量。”肖雅文说。

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也大力培养家
庭教育“种子教师”。“确保每个镇街、社区
村居和学校都拥有一名‘种子教师’，为基
层家庭教育阵地提供专业指导支持。”田
杰说。

记者还了解到，2020年疫情期间，顺义
区在全市率先开通区域线上咨询室——“见
号如面”家庭教育咨询室，并面向全区家长
开展“我最关心的家庭教育问题”征集活动，
首期便征集到问题万余条；2022年以来，基
于调研，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双减”政策
的落实，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不断完善课程
资源体系，依托“顺义家长在线”微信公众
号、“顺义女性”微信公众号、“顺义家长在
线”等平台建立起线上线下、分龄自建、讲答
结合的顺义家庭教育课程资源体系。

顺义区还为广大家长制作了一系列
优质资源：“全程超前伴随式”家长培训系

列课程，帮助孩子跨好“小台阶”；由在园
幼师自编自制的系列微视频《每天三分
钟 家长基本功》供家长陪伴幼儿共同学
习；出版《教子有方》系列家长教育读本、
《绘与慧——顺义区原创亲子绘本赏析》
《惑与获——顺义区10000个家庭教育问
答实录》等家庭教育指导书籍，通过图书
漂流等形式供家长免费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家长通过在线学习还
能攒积分兑换服务。区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种子教师”杨岳告诉记者，为强化家校
社协同育人资源支持，区社教中心在中
心市民学习广场开设园艺教室、绘本领
读教室、沙画教室、非遗与中国传统文化
教室、家庭教育咨询室等24个学习体验
项目，家长可凭积分在群里兑换项目、体
验活动。

持续创新升级 走进家庭
教育“深水区”

“办好家长‘天大的小事儿’，是我们
所有教育教学工作的主旨思路。”在田杰
看来，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生态，就
要走进家庭教育“深水区”，补齐家校社协
同育人短板。

她告诉记者，面向学校和家长，新一
年家校社协调育人工作将启动三大提升
计划，在已有品牌和特色上实现诸多创新
升级。

田杰介绍，针对学校，将启动家校合
作质量提升计划，通过贯通培训实现从校/
园长、德育干部及家庭教育志愿者到班主
任的全覆盖，引导家教队伍转变观念，提
升服务意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针对家长，将启动“未
来家长”能力提升计划，领学与自学结合，
并创新开展家长研修班，融洽家校关系，
共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环境。

她特别介绍，今年“家长教育大讲堂”
将聚焦“未来社会与家庭教育”这一大主
题，以智慧教育、乡村振兴、科技等领域的
前沿内容+家庭教育设计主题，引领家长
拓宽视野，以未来视角回看当前家庭教
育，更新育儿观念。

同时，“家长教育沙龙”也将提升实用
性，围绕入学政策、高考填报等焦点，以本区
教师、家长为主讲人，解读答疑、分享经验。

家教咨询效果提升计划也是今年重
点计划之一。田杰介绍，除了“哎与爱”顺
义区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伍和市区两级
常驻专家进驻“见号如面”线上咨询室，区
社教中心还将开设“结与解”线下咨询室，
打造区级专家团队咨询中心，成立镇街家
庭教育志愿者服务点和学校家庭教育研
修服务点，并筛选典型家庭教育问题开展
个性化家庭追踪。

“区社教中心在家庭教育服务方面经
验丰富、成效显著，为区妇联拓宽了工作
思路。”肖雅文表示，下一步，顺义区妇联
和区教委、区社教中心将在充分发挥各自
职能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互联互动，
创新深化“114N”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
用好用活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区社教
中心两个平台，指导全区各镇街、村居家
庭教育指导实践基地和家庭教育指导实
践站，根据儿童和家庭需求，开展形式多
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持续迭代家
教品牌，探索家庭教育新路径、新方法、新
特色，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开创顺义区家庭教育工作新局面。

——北京市顺义区探索构建协同育人区域教育共同体

□ 汪昌莲

4月8日，郑州市一儿童游乐园充气城堡被风吹翻，翻滚
到一旁的沙池，压住正在沙池里玩耍的人。据报道，此次事
故造成4名儿童和2名大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该游乐园
已暂停营业，正在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检修。

游玩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儿童游乐场所，更是孩子开心
放松的去处。近年来，儿童游乐项目非常火爆，但一些儿童游
乐设备简陋陈旧，且保养不够，再加上操作不当，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此次充气城堡被风吹翻事故造成6人受伤，就是一个沉
痛教训，尽管事故由天气引发，但也暴露出了管理漏洞。

对公众开放的游乐场所，理应保证游客的安全。经营者应
对场所内的游乐设施做好日常维护，并且得拿出相关技术认
证、日常保养记录、安全监管部门例行检测数据等凭证。然而，
一些儿童游乐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却不认这个理，设施管理
不善，埋藏着诸多安全隐患，长此以往，发生事故几乎是必然。
近年来，此类充气游乐设备事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
游乐设施的经营者和监管者安全意识的缺失。

安全无小事，容不得丝毫侥幸，儿童游乐场所安全更不能成
为“儿戏”。实际上，早在2019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发布过《充气式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对充
气游乐设施在锚固、压载、围墙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但在具体操
作中，许多场所的生产和经营并未严格按照规范实施。若无视
游乐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可能会给参与的儿童和家庭带来无
法弥补的伤害。

要想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就应严格责任监管。监管部门
要建立起常态化巡查机制，对无安全保障的儿童游乐场所，
应发现一处，惩处一处，对于违法改装改建等直接增加风险
行为要坚决打击。此外，还应对大型游乐设备报废程序予以
规范，建立重点设施设备二手交易流向监督制度，切断风险
源头。只有给各类儿童游乐场所上紧安全“发条”，才能避免
悲剧再次发生。

随着 2023 年度“同
阅读 童成长”绘本领读
活动启动，顺义区社区教
育中心系统34位绘本领
读教师分批次走进社区
开展绘本领读活动。

▲领读教师带领孩
子们一起阅读绘本。

▲小朋友展示自己
的手工黏土画。

4月10日，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东方红幼儿园的小朋友在龙女镇的稻田里抓鱼。春日里，不少学校开展田间
课堂活动，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劳动带来的快乐。 新华社发（夏俊林/摄）

田间课堂欢乐多田间课堂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