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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开启校内午休探索实践

2020年 5月，时任海南省农垦
直属第二小学校长张学秀就在琢
磨如何让孩子更好午休。从用瑜
伽垫“打地铺”到更换可躺式桌椅，
再到在宿舍楼配置近千张木床，孩
子们午休的条件越来越好。

现在，午休服务在海口全市学
校大范围推广，让张学秀觉得自己

“做对了”。事实上，在全国多地，
从改造教室到建宿舍楼，从使用可
躺式桌椅到量身定制午休床，不少
学校都竭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午
休环境。

记者了解到，多地将为中小学
生提供午休服务列入民生项目，加
大财政投入。

海口将“为中小学生提供校内
午餐午休服务”列入 2023 年为民
办实事项目，目前城区136所有需
求的学校已全部提供校内午餐午
休服务，惠及8.4万余名学生。

广州财政一次性补助各区课后
托管舒适午休专项经费1.38亿元。

山西安排 2.02 亿元专项资金
用于学校建设改造食堂、午休场所
等，目前全省城区有需求的559所
学校已具备午餐午休保障条件。

一些学校的午休设施不断升
级，管理方式也不断创新。

12 点 40 分，随着校园广播响
起，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逸夫艺术
小学的同学抽出折叠睡板、铺上睡
垫，躺到“唐榻式午休床”上开始午
休。三年级一班的韩承炫同学说：

“现在胳膊腿可以伸直，翻身也不
怕掉下去了。”

逸夫艺术小学校长杨克尚说，
学校的午休设备已经过三次“更新
换代”。“唐榻式午休床”是丛台区
教体局午休研发专班研发的，经过

30多次实验改进。现在学生操作
只需1分钟，成本也比折叠座椅便
宜了500元。

广州市第五中学开展午休躺
睡的探索已有十几年。记者看到，
学生在4名班级管理员的指引下，
自觉分成 4组，有秩序地摆桌子、
铺垫子，鞋子也整齐摆放在教室门
口，全程不到10分钟，由学生自我
管理。“让孩子在短时间内做好各
种准备和复原工作，既能锻炼整理
内务的技能，也能培养自我管理意
识。”校长裘志坚说。

山西省临汾市第二小学教师张
咏望说，午托老师会定期举办活动，
如心理放松课程、冥想指导或小游
戏等，帮助学生释放压力、恢复精力。

大规模推广仍存现实困难

因没有条件躺睡，有不少小学
生中午在课桌上趴睡。山西省儿
童医院科教科主任燕美琴认为，小
学生中午长期趴睡，对身体发育会
造成不良影响。尤其对于脊柱发
育仍不完善的青少年来说，长期趴
睡会改变正常的脊柱生理弯曲，还
会导致胸廓不能很好舒展。

然而，对一些学校而言，空间
改造需考虑资金投入、教室大小、
班生规模等现实因素。

一套可坐可躺的多功能座椅
价格在 500 元到 1000 元不等，一
些学校学生超过 1000 人，仅座椅
的采购经费就达数十万元。记者
采访福建省多名小学校长了解到，
学校自有资金承担全校躺睡座椅
采购仍有较大缺口。

山西省太原市一所小学的校
长说，学校为部分学生采购了多功
能座椅。为营造良好的午休环境，
下一步还需更换活动室窗帘、安装
暖风机等，设备也需维修保养，这
些都意味着更多经费支出。

午托服务是项综合工程，除增
加设施外，还涉及课后服务管理，
包括学生用餐、师资配备等，会增
加教师的工作压力和管理负担；此
外，一些家长对孩子在校用餐也有
担心。

山西省某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说，如果没有考核作为导向，学校主
动开设午休服务的积极性不高；要
对午休服务的性质做出明确认定，
或与课后延时服务制度配合起来。

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德育处
主任马桂娜告诉记者，每学期开
学，学校都会组织家长填报需求，
但校方也要考虑能否抽出足够教
职员工管理午休室。目前学校

3000多名学生，可以解决1000余
名孩子在校内午餐午休。

除空间局限外，学校午休时间
安排各不相同，午休习惯也存在地
域差异。如在海南，公立小学午休
时间达两个多小时；而在北方一些
地区，并非所有人都有午休习惯。

邯郸市邯山区滏河学校政教
副主任贾敬敬说，学校努力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午休环境，但有个别学
生确实存在精力充沛、集体午休入
睡困难等情况。

记者了解到，一些中小学午间
作息安排较为紧张，还要完成多项

“任务”。如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学
生 12 点结束课程，午休时间仅有
40分钟，学生还需完成作业，无法
真正休息。

实现“躺睡自由”还要多久

据《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
皮书》显示，初中生的实际睡眠时
间平均为7.48小时，小学生为7.65
小时。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
通知》提出，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
应达10小时，初中生应达9小时。

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名家长说，
孩子中午不能午休，也没有可躺式
桌椅；夏天老师还允许在课桌上趴
一趴，冬天因为怕着凉生病，不允
许睡觉。老师在教室里陪着看书
写作业，孩子一整天都不能放松，
很辛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睡眠专家徐伟民教授
说，躺平午休对心理、生理的好处

毋庸置疑，可以放松全身肌肉、改
善脑供血、调节神经系统。“关键还
是意识问题，只有认识到躺平午休
的重要性，才会去创造条件。”

针对资金紧张问题，邯郸市邯
山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晓
菲建议，有关部门可进一步完善政
策支持体系，综合运用补贴、奖励等
方式保障躺式午休持续平稳推进。

“这是一项民生工程、系统工
程，需要教育、财政多部门配合支
持。”泉州晋光小学校长曾旭晴建
议，持续构建物质与精神激励机
制。张咏望认为，应鼓励社会资源
积极参与，完善准入制度、收费标
准、监督管理机制等。

多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可
更多采用“一校一策”方案，为学生
提供午休条件。校舍特别紧张的，
可在教室内“打地铺”，由专项资金
采购防潮地铺设备；没有学生宿舍
的，可更换可躺式桌椅；也可在同
一校区采用多种方式。

同时，无论是提供午休还是照
看服务，都应以自愿为前提。福建
德旺基础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王俭认为，提供午休服务切忌“一
刀切”，要鼓励各校根据学生需求，
探索更多人性化管理举措。

多名受访教师也表示，保障学
生睡眠时间与质量并非孤立政
策。学生睡眠的加法，也需教育改
革的减法来支撑，学校、家庭和社
会教育需形成合力，为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记者舒静、
赵叶苹、李紫薇、王昆、郑天虹、邓
倩倩）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多地中小学开启校内午休模式：

实 现 舒 心 午 睡 还 要 多 久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不久前，教育部对“关于
尽快实施午休‘舒心躺睡’工
程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教
育部高度重视中小学校作息
时间规范管理，将继续引导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因
地制宜创造学生午休条件。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
解到，不少地方已开启校内
午休的探索实践，一些地方
在全市学校推广午休服务。
然而，政策如何更好落地仍
考验管理智慧，也需各方形
成合力。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化慢
病服务保障，推进中高级职称医师值
守门诊服务……记者5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在重庆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随着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举措的深化实化，群众在家门口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基本医疗和卫生
健康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多，也更方便。

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深化实化

今年8月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印发《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举措》。目前各地推进效果如何？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表
示，文件印发4个月来，各地结合工作
实际积极推进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诸宏明表示，文件印发的
初衷便是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切实
提升群众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基
本医疗和卫生健康服务的便利度和服
务质量。

据介绍，各地创新做法保障群众
在基层看病就医更省心更舒心。比
如，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民
提供周末疫苗接种和门诊延时服务；
北京市针对近期儿童呼吸道疾病患者
较多的情况，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增加周六周日儿童诊疗服务；四川
省将县域巡回医疗等工作纳入全省基
层卫生健康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并重点
推进；重庆市出台 20条具体措施，进
一步提升基层为民服务水平……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张维斌表示，重庆市立足群众需求和实
际，从促进优质资源下沉、优化基层服
务模式、强化慢病服务保障、村卫生室
全部纳入医保结算范围等方面，不断提
升群众就医便捷度、获得感和满意度。

多举措推动慢性病管理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诉求的
提升，加强慢性病管理愈发重要，基层
医疗机构是贴近公众的医疗资源，如
何推进慢性病管理？

诸宏明介绍，自2009年深化医改
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承担大量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尤其是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工作，与城乡居民
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联系。

诸宏明说，在推进慢性病管理方
面，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全面实施高血压、
糖尿病两慢病长期处方服务，逐步扩大
慢性疾病病种覆盖范围；组织编制相关
指南，指导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实
做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推进

“医防管”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建立医
防融合机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此前印发
《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2023 年版）》
等四项食养指南。如何为公众提供专
业的食养指导？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
健康所研究员张倩介绍，这四项指南
主要针对群众关切的包括高脂血症、
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儿童青少年生长
迟缓等提供了具体食养指导。发病初
期患者或年轻患者可参考食养指南，
通过调整饮食和积极锻炼，保持健康
体重，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

激励中高级职称医师到基层
卫生机构服务

为提升门诊服务质量和首诊水
平，促进分级诊疗和基层首诊，便民惠
民举措提出推进中高级职称医师值守
门诊服务。据介绍，各地在实施过程
中，通过调配内部资源、统筹二三级医
院及县域医共体等方式，确保每周至
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临床
专业技术人员在基层机构值守门诊。

比如，湖南省湘潭市在全市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遴选22名45岁以下、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主治医师以上职
称的党员中层骨干，派驻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担任“第一书记”兼任“副院
长”；陕西省西安市通过多种方式安排
918人次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到基
层服务，21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实现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
有一名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职称以
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
……

张维斌介绍，重庆市正通过深化
“县聘乡用”“乡聘村用”改革，建立健全
工作机制，推进中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
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有效
享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

“目前，我院的中高级职称医师在
全院医师队伍中占比达63%。”重庆市
忠县拔山中心卫生院院长陈世健介绍，
医院中高级职称医生在坐门诊时，发挥
传、帮、带作用，带教年轻医生，近3年
培养学科带头人、医疗骨干20余名。

（新华社重庆12月5日电）

提升群众“家门口”看病就医便利度
——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深化实化

新华社记者 李恒 周闻韬

随着北半球进入秋冬季，多国出现呼吸道疾病高发情
况，面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支原体等呼吸道病
原体的多重夹击，相关国家的卫生机构和专家建议通过
接种疫苗、勤洗手、戴口罩等方式保护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高威胁病原体小组组长马
可-阿兰·威多森曾在今年9月每周例行的网络问答环节中
指出，随着秋冬季的到来，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
原体可能会共同传播，这种情况引人担忧，因为这会增加脆
弱人群罹患疾病的风险，并对卫生服务造成进一步压力。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并帮助减轻卫生系统的压力，世
卫组织建议接种针对流感等疾病的疫苗，特别是高危人群，
因为疫苗仍是预防重症或死亡的最有效办法。

威多森说，除了接种疫苗外，人们还可以采取其他
措施减少病毒传播，比如经常洗手，咳嗽和打喷嚏时用
纸巾遮住口鼻等，在室内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在密闭
或通风不良的地方戴口罩等。

法国公共卫生局日前在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
至11月19日的一周内，法国15岁以下儿童急诊和住院
人数呈上升趋势，病因主要是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等呼
吸道疾病以及消化道疾病等。

为降低传染风险，法国公共卫生局建议采取防护措施，例
如出现发烧、喉咙痛或咳嗽等症状时戴口罩，经常用水、肥
皂或洗手凝胶洗手，定期为居住场所通风等。

英国卫生安全局近期发布的多种呼吸道疾病监测
报告显示，在截至11月19日的一周，急性毛细支气管炎
的急诊就诊人数在英国全国范围内增加，呼吸道合胞病
毒的感染率和患者住院率也在增加。此外，诺如病毒感染人数近期也有所增加。

英国卫生安全局顾问、流行病学家康纳尔·沃森说，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季
节性病毒，儿童病例数通常在11月底或12月达到高峰。沃森建议，可通过经常洗
手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擦拭然后洗手，保持安全距离。

英国卫生安全局诺如病毒流行病学家艾米·道格拉斯则提醒说，在防范诺如
病毒方面，洗手凝胶不能杀死这种病毒，所以用肥皂和温水洗手是最好的。此
外，还要大量饮水，以避免脱水，特别是脆弱人群。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11月19日的一周内，该国
共报告流感病例10万多例，再次刷新本流行季单周报告病例数纪录。

日本专家认为，随着天气渐冷，外界环境逐渐接近病毒流行最适合的低温和低湿
度环境，今后一段时间应密切关注患者数量的变化。在幼儿园和学校等场所，更要贯
彻勤洗手等预防措施。与此同时，接种疫苗也是应对流感的有效手段。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12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德国急性呼吸道疾
病的发病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该研究所建议，在室内人们可以通过经常通风或
戴口罩来降低感染风险。如已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应待在家里3至 5
天，直到症状显著改善，并且应尽可能避免与高危人群直接接触。但若症状恶
化，应及时就医。

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伴肺炎。据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网站介绍，在美国，支原体感染是住院儿童中最常见的引起肺炎的
疾病，也是住院成人中导致肺炎的第二大常见疾病。

美国疾控中心说，与支原体感染者短时间接触一般不会造成传染。然而，这
种病原体容易在一起生活的人之间发生传播，因此支原体感染多出现在拥挤场
所，如学校、医院等。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相关疫苗来预防支原体感染，但人们仍可
以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如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经常
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或者使用含酒精洗手液等。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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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5G
通信、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
自动驾驶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加
快应用。5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开发布《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
全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
政策层面明确智能网联汽车可以
用于运输经营活动。当前我国自
动驾驶技术发展情况如何？如何
更好保障乘客的安全？未来发展
前景如何？围绕这些社会关注的
问题，记者采访了交通运输部有
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

产业、市场快速增长

走进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
区，点开手机中“萝卜快跑”打车
软件，设置好起点和终点，即可快
速呼叫一辆全无人自动驾驶车。
乘客在后排屏幕上点击“确认”
后，车辆起步并按照指定路线
行驶。

“萝卜快跑”有关技术人员向
记者介绍，车顶的无人驾驶模块
装有鱼眼摄像头和激光感应装
置，能够自动避开障碍物，并根据
道路限速情况调节车速。

从封闭场地测试到道路测
试，从试点示范到商业试运营，我
国自动驾驶相关产业和市场规模
目前呈快速增长态势。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已建设17个国家级
测试示范区、7个国家级车联网先
导区、16个“双智”试点城市，累计
开放测试道路超 22000 公里，累

计测试里程超7000万公里。
“部分自动驾驶产品达到量

产应用条件，并已在城市出行、货
运物流等交通运输服务场景实现
了一定规模的应用。”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理事长张进华表示，目前
我国自动驾驶城市公交车辆已超
过 200 辆，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超
过1500辆，自动驾驶货车规模约
为1000辆。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更需要
加强规范。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高博表示，本次发布的
指南明确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
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运输经营
活动的基本要求，引导自动驾驶
运输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最大限
度防范化解运输安全风险，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一提到自动驾驶技术，人们
关心的不仅仅是这项技术的最新
发展，更在乎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问题。本次发布的指南中，专门
提到了“安全员”这个概念。

“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员或
运行安全保障人员，即为‘安全
员’。”高博说，指南要求，从事城
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随车配
备1名安全员；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原则上随车
配备安全员。从事出租汽车客运
的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高度自

动驾驶汽车应随车配备 1 名安全
员；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完全自动
驾驶汽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经
设区市人民政府同意，在指定的区
域运营时可使用远程安全员，远程
安全员人车比不得低于1：3。

“安全员应当接受自动驾驶汽
车技术和所从事相关运输业务培
训，熟练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同级别自动驾驶系统
操作技能，熟知自动驾驶汽车运行
线路情况，具备紧急状态下接管车
辆等应急处置能力。”高博说，安全
员应符合交通运输领域从业人员管
理相关规定和要求，取得相应业务
类别的从业资格。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李斌表示，指南围绕运营单位、
车辆、人员、安全制度等核心要素，
从事前安全条件、事中安全保障、事
后监督管理等环节，提出了使用自
动驾驶汽车参与运输服务活动、从
事实际市场经营的基本要求，分场
景明确了相关发展导向，为自动驾
驶汽车安全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提供了合规遵循。

促进产业发展持续向好

2020年 12月，交通运输部出台
《关于促进道路交通自动驾驶技术
发展和应用的指导意见》；2021年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加强
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
管理的意见》；2023年11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发布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
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近年
来，多部委加快推动自动驾驶商业
化应用相关政策研究，陆续发布一
系列政策文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
监管总局、自然资源部等部委持续
推动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准入、安全
监管等方面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开
展高精地图应用、汽车安全沙盒监
管等方面的试点工作；上海、深圳、
无锡等城市突破政策壁垒，开展自
动驾驶汽车立法工作……产业发展
环境持续向好。

“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环境
日益完善，为自动驾驶汽车在运输
服务领域落地应用提供了可能。同
时，自动驾驶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
容，也是交通运输发展新理念、新模
式、新业态的重要载体，已成为交通
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交通运输部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先进说。

“参考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做
法，根据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情况和
不同运输场景安全监管要求，我们
对自动驾驶应用场景中可以使用、
审慎使用和禁止使用的具体情形进
行了区分，为自动驾驶汽车在运输
服务领域应用提供方向指引。”高博
说，未来将进一步深刻把握行业发
展规律和技术发展趋势，在守住运
输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主动为高
级别自动驾驶技术创新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促进技术进步、稳定市场发展、守牢安全底线
——透视当前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规范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王聿昊

图为学生午间休息。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