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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合力防控

近年来，儿童青
少年近视率不断攀
升，近视低龄化、重度
化日益严重，严重影
响到学生的身心健
康。去年，教育部等
15部门印发《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
动工作方案（2021—
2025年）》，聚焦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

为贯彻落实中小
学健康促进行动，降
低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涪陵区委、区政府
高位统筹，迅速行动，
把近视防控融入学生
身心健康促进的大格
局，不断推动教育等
部门落实关于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
部署要求，精准施策，
用行动呵护好孩子的
眼睛。

优机制建体系
统筹防控一盘棋

学生的眼睛问题谁来管、怎么管，
怎样厘清职权、明确责任，这是长期以
来制约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开展
的问题所在。

自2019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以来，涪
陵区持续加大防控力度，根据近视防控
工作的痛点、堵点，“搭班子”“明责任”

“强考核”，全方位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作。

涪陵区成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出
台《涪陵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涪陵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建立完善以
教育、卫生健康部门为主，相关乡镇卫
生院、学校共同参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机制，持续推动近视防控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

此外，涪陵区还针对全区中小学生
每年免费开展4次视力检测和1次健康
体检，“一生一案”建立台账，精准掌握
学校总体近视率、高度近视率、近视矫
正率等视力动态变化情况，为学校、教
育和卫健部门提供可靠的防控依据。

数据显示，去年涪陵区对全区13.3

万名中小学生进行全覆盖视力检测，近
视学生7.4万人，总体近视率为55.71%，
较2020年相比下降1.7%。

抓投入固基础
营造用眼好环境

近视防控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更
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学生创造“视力
保护”的学习环境是教育部门的应尽职
责。

近三年，涪陵区累计更换中小学、

幼儿园教学场所照明灯6600盏，升级
改造教室照明600间，配备可调节课桌
椅2.1万套，为学生提供良好视觉环境。

除了硬件上的提升，涪陵区在教育
教学方面也紧扣近视防控。

减轻学业负担。强化作业数量、时
间和内容管理，减少机械、重复作业和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严禁学生将个人手
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加强体育课程建设。上下午各1次
眼保健操，创新开展明目功能操、晶体
操，大力推进“阳光体育活动”，学生每

天校内锻炼不少于1小时，让青少年“目
浴”阳光下，视界亮起来。

此外，全区各校也积极探寻科学有
效方式，让儿童青少年在接受良好的近
视防控指导，从源头上减少儿童青少年
近视的发生、发展。

例如，涪陵巴蜀中学利用每周五的
主题班会时间在全校组织开展“爱护眼
睛，从我做起”主题班会，增加学生对近
视眼的认知，自觉养成良好的书写和用
眼习惯。

目前，全区已命名“涪陵区近视防
控示范学校”40所、创建“重庆市近视防
控特色学校”15所。

强宣传转意识
共筑近视防控线

要提高全民的青少年近视眼防控
意识，离不开学校、家庭、医疗机构的支
撑。在近视防控上同样要形成教育合
力。

以涪陵第十四中学为例。学校与
涪陵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密切
合作，利用寒暑假课余时间参与“眼科
小医生”社会实践活动，增加了学生爱
眼护眼的意识。

除此之外，涪陵区利用多种渠道，
加强近视防控知识宣传。近年来，在全

区开展眼健康知识讲座1320场，帮助
校医和教师了解掌握儿童青少年视力
检测和近视防控知识，提升自身业务能
力。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召开家长会
2100校次，向全体家长普及近视眼形成
的因素，改变“重治轻防”观念。开展近
视防控演讲比赛，征集评选近视防控论
文、手抄报、书画、摄影、歌曲等作品
2800件，增强学生“爱眼护眼”意识和能
力，使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入脑、
入心、入行。

发挥681名卫生副校长、驻校医生、
兼职校医和10个眼健康指导组专业指
导能力，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到校开
展检查指导，双线“会诊”强联动，对视
力异常学生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
治疗。通过电话家访、家校微信群等沟
通渠道，提醒家长加强孩子使用电子产
品监管。

通过教育部门有效引导、大力宣
传，专业眼科机构参与指导，家长和学
校密切配合，目前，涪陵区已经形成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合力，让近视防
控工作真切地落到每一个教育、学习与
生活细节上，受到上级部门肯定及广大
群众一致好评。

谭茭 陈锐
图片由涪陵区教委提供

涪陵区织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网

近视防控知识讲座增强学生“爱眼护眼”意识

□本报记者 张莎 周松 黄乔 崔曜

疫情期间，作为离居民最近、与居民接触最频繁的
服务平台——小区物业在疫情信息及时沟通上，有什
么好的做法值得推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嘉和苑小区
每天将最新疫情信息和辟谣新闻发到

业主群

“多宣传，多沟通，居民们还是会理解防疫措施
的。”渝中嘉和苑小区物业负责人吴松告诉记者，他认
为消除谣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及时沟通。

渝中嘉和苑小区有3栋居民楼，约600名住户，自
11月12日被定为高风险区以来，一直封控至今。

“我在小区业主群里公布了我的手机号码，方便居
民有事与我联系。”吴松说，他们物业共有7名工作人
员，自小区被封控后充当起志愿者的角色，负责保障居
民日常生活所需。

一天凌晨1点过，吴松已经睡下，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将他吵醒。原来是小区内有一户密接人员家中，
小孩突然发烧，拨打120后却因是密接人员，120迟迟
未能到场。

吴松立即与社区一起，向区卫健委反映了情况，在
多方协调下，终于通过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的绿色通道及
时就医。

“每天，我和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将相关部门发布
的疫情信息，以及辟谣的新闻等，转发到自己的朋友
圈、工作群、业主群。”吴松认为，畅通信息渠道很重要，
因此他不但转发辟谣的新闻，还会在群里回应居民提出
的疑问，与居民沟通。

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吴松告诉记者，经过频繁与
居民沟通，小区居民普遍能理解和认同防疫政策。

天邻风景小区
每天制作防疫早报在微信群推送，

及时通报防疫信息

“我们每天都看防疫早报，上面的内容权威又全
面，有助于大家掌握真实信息。”渝北区龙山街道冉家
坝社区天邻风景小区业主杨小姐向记者推荐。

天邻风景小区是一个有25栋楼，住着4447户、1
万多业主的大型小区。重庆中海都市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天邻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物业工作人

员从11月10日起就住在办公室里，11月18日，小区
被划为高风险区域，“居民们多少有些焦虑，都很渴望
了解疫情相关信息。”

针对这一情况，物业指定专人每日编辑制作防疫
早报，每天早上8点—9点在微信群里推送。

记者在该小区微信群中11月27日的防疫早报上
见到，早报内容有一页，内容涵盖了小区的核酸检测时
间、疫情情况、环境消杀、生活物资配送情况通报等，特
别是小区阳性确诊楼栋、环境消杀次数、封控楼栋垃圾
清运时间，以及4个点位的生活物资配送提示，都是居
民关心的内容。

该负责人介绍，为畅通信息渠道，物业管家在每个
楼栋建立了微信群，力求防疫早报让更多居民读到。
对于不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则由管家、下沉干部、志愿
者一对一通知。

“微信群有用！”业主杨小姐告诉记者，她11月27日
在微信群里见到，下午3点过有业主“圈”管家，反映有几
辆车堵住了消防通道。4点过，车已开走，问题解决。

“在就医方面，我们小区在街道社区的指导支持
下，为需要紧急就医的业主开设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
疫情而耽误就医时间。”该负责人说。

华润二十四城小区
每天将业主想要了解的信息进行收纳

汇总形成日报

“亲爱的各位业主，11月27日7:30起开始核酸检
测，医护人员将依次敲门入户采集核酸！如果人员敲
门声音过大，请您见谅。”11月26日晚上，九龙坡区谢
家湾街道华润二十四城小区28栋管家李欣，便通过朋
友圈、私信、业主群通知核酸检测安排。

重庆日报记者翻看了李欣的朋友圈，每天会更新
数条，内容包括就医防疫服务日报、楼栋防疫播报、物
资保供、资料打印服务等，条条与居家隔离中的生活需
求相关。

据了解，华润二十四城有50栋1.2万多户业主，目
前有400余名物业工作人员在岗服务。

“为了让业主安心居家、生活便利，我们会将业主
关心的小区防疫信息及时告知业主。”李欣告诉记者，
为此，该公司每天将业主想要了解的信息进行收纳汇
总，形成日报，每天发送到业主群和各栋管家的朋友
圈，让业主们提前了解小区疫情防控相关的门岗管控、
小区消杀、体温检测、周边便民信息等情况。

“针对业主外出就医问题，我们还特别制定了标准化

的应急预案和服务流程。”李欣介绍，首先，物业管家会通
过微信业主群、私信或电话提前进行摸排，对有需要定期
化疗、孕检、透析的家庭进行信息登记，并建立台账。

同时，内部还会联合社区结合情况及时为业主梳
理有用的官方信息，也会将就医的信息提前告知业主，
尽可能方便业主就医需要。

“虽然信息可能随时在变化，但业主都表示理解。”
李欣说，只要做到尽可能提前告知，流程清晰，业主心
里安稳，对物业工作也会配合。

此外，在买药、买菜方面，该公司还建立了买菜群
和线上买菜小程序，并将这些信息做成海报，由管家通
知到每一户业主。针对一些特殊情况，物业还会为业
主提供买药、买菜、医院代开药等“宅急送”服务。

“昨天，我们把11月以来与业主们共同抗疫的点
点滴滴做成了图文，并给业主们写了一封信，得到了不
少业主的点赞。”在李欣看来，特殊时期，作为物业服务
工作人员，只要尽可能做到急业主之所急、想业主之所
想，尽可能做到及时沟通、及时服务，业主们还是能够
理解支持的。

水晶郦城小区
在微信群里把点对点沟通工作做到位

水晶郦城项目部分楼栋被划为高风险区后，一些
居民存在抵触情绪，时间久了邻里之间、居民与物业、
社区之间难免有矛盾。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水晶郦城项目负责人周雨结合近段时间的工作，分
享了一些经验。

“首先你的沟通要真诚，不能遮遮掩掩，要坦诚相
待。”周雨介绍说，水晶郦城小区的每个楼栋都有管家，
每一位业主都加了微信，不管是在微信群还是点对点
沟通工作都要做到位。

“这段时间水晶郦城一组团有三栋楼宇出现感染
病例被封控了，我们的物业管家会跟业主及时说明管
控的原因，也会明确告知五天五检没有新增病例后会
解封。”周雨提到，说清楚楼栋解封的具体条件和时间
表，居民心里有底，才会更配合物业的工作。

“除了坦诚的沟通以外，还要当好居民生活的管
家，照顾好特殊困难群体。”周雨介绍说，居民采购生活
物资困难，商超的运力有时候也不足。“我们物业工作
人员成立了生活物资采购团队，每天等业主在微信群
里下单，我们当天就去附近的商超采购，保障每天居民
都有蔬菜吃。”周雨说，对于一些不会使用微信的特殊
群体，物业人员也接受电话订购。

每日编发抗疫早报、及时发布辟谣新闻、微信群里点对点沟通

这些小区物管封控期间的做法获业主点赞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

“请问员工出院后不交病假条，也
不交事假条，我该如何计算他的
工资额？”11月 23日，一名企业
HR在名为“南岸区稳定劳动关系
支持群”的微信群里发出求助。

“事假要看规章制度怎么规
定的，不能乱用。日工资的计算
方式是除以21.75。”南岸区人力
社保局公职律师孙小培回答。

“工资要按出勤一天计发一
天。”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长杨
峰补充道。

“感谢这个群，让我们少走弯
路，明确政策，做好企业和员工之
间沟通的桥梁！”在获得指导后，
这名企业HR发出由衷感慨。

这个微信群能建起来发挥作
用，还得感谢两位区政协委员。

本轮疫情给企业生存和发展
带来了不少压力。南岸区政协委
员、区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玲在重庆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
控的第二天，就开始对疫情期间
可能出现的劳动纠纷忧心忡忡。

“为预防劳动争议、稳定劳动
关系，我们应建立专门的微信群，
及时对职工和企业遇到的问题依

法依规作出解答，让劳企双方都
做到心中有数。”她与同是委员、
分管劳动关系的南岸区人力社保
局副局长张渝丽在电话中谈到这
个问题时不谋而合。

11月17日，南岸区“稳定劳
动关系支持群”应运而生。除刘
玲、张渝丽外，劳动保障监察员、
劳动仲裁员等业务骨干主动进
群，市金牌劳动关系协调员、公职
律师等纷纷被邀请入群，该微信
群也变成了一间“线上咨询室”。

与此同时，张渝丽牵头组织编
写了《疫情期间劳动关系有关问题
解答》，普及管控期间企业和职工
普遍关注的停工停产期间工资如
何支付等13个问题，通过“南岸发
布”微信公众号公开发布。从11
月17日至今，“南岸区稳定劳动关
系支持群”从最初的8个人发展到
如今的近200人，已在线解答各类
劳动用工问题800余条。

预防劳动争议 稳定劳动关系
区政协委员建“线上咨询室”
解答疫情期间劳动用工问题8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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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
劳动关系有关
问题权威解答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保
供骑手早出晚归住宿难问题受到
社会关注。11月25日，记者获
悉，我市各方正共同出力，解决保
供骑手的住宿难。

“这几天住在爱心酒店，晚上
能洗个热水澡。”美团外卖骑手郑
仕东说，11月14日起，他在平台
指引下入住一家名为“来渝酒
店”的酒店，与另一名骑手免费分
享一个标间。劳累一天后能好好
休息，郑仕东觉得很不错。

郑仕东入住的酒店是美团爱
心酒店之一。美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美团外
卖、美团酒店联合重庆多家爱心
商家为骑手开放免费酒店住宿。
目前，首批10家美团爱心酒店已
覆盖了江北区、渝北区、九龙坡
区、南岸区、渝中区、沙坪坝区等
地，累计为600多人次骑手提供
免费住宿服务。

“还要感谢社会力量的帮
助。”该负责人表示，在相关部门
的支持协调下，一批房地产机构
服务门店、足浴连锁门店等也陆
续开放，主动保障骑手住宿。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11月
13日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指
导下，市委统战部、市住房城乡建
委、团市委积极发动重庆到家了、
链家等公司，协调出中心城区

1500余个门店作为“临时驿站”，
为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淘菜
菜等保供商家的骑手提供住宿、
休憩、补给等服务，截至目前已累
计服务保供骑手超过1万人次。

目前，重庆到家了、链家等公
司除了为保供骑手提供休息场
地、热水、充电等服务，还提供方
便面、矿泉水等物资。美团、饿了
么等平台采购了一批充气床垫，
迪卡侬等爱心商家主动提供睡
袋，尽量让保供骑手睡个好觉。

团市委工作人员表示，如果
保供骑手需要安排住宿，可向所
在公司站点负责人提出，站点负
责人将汇总本区域入住需求后上
报，尽量就近安排。

与此同时，连日来，重庆保健
服务行业协会也动员会员企业，
想方设法解决保供骑手住宿难。
会长单位重庆三十七度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率先行动，免费开放中心
城区20个门店的430张床位。

随即，金色印象、足乐有道、
尚足养生、康多巴巴、元一时光、
西悦足道、天恩小儿推拿、智加乐
小儿推拿、道髓堂、碧云养生馆、
格兰云天足浴、弘诚理疗店、天天
盲人按摩等10余家足浴企业陆
续加入。目前以上企业共开放
30多家门店的600余张床位，保
供骑手可免费入住。

酒店、房产中介纷纷提供场地

我市多方出力解决保供骑手住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