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食堂
频出“光盘”新招

■ 雷 嘉

新开半份菜窗口，小份菜精细到打
1个鸡翅、2块红烧肉，连馒头都被切成
两半卖……近日，各大高校纷纷向广大
师生发出“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光盘
行动，从每一餐做起”的号召。

清华大学

馒头切成两半卖

最近，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官微
和各学生公众号上都播出了一段食堂
就餐小贴士视频。视频中宣布：学生
食堂的饭菜全部采取“半份菜”供应，
号召大家“拼着吃 节约又营养”。

此外，适合按重量出售的饭菜按
“两”计，米饭也可以按“两”购买，一个
大馒头更是被食堂大师傅一切两半，
可以根据购买者的需求按半份售卖；
餐厅和快餐都提供打包袋、打包盒，鼓
励学生们将吃不完的剩餐打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选称重按需取餐

新学期刚开学，为鼓励师生每一
餐都努力做到“光盘”，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食堂除一直提供半份米饭（1两）
之外，又开始制售手工“小馒头”，每
个1两，售价2毛；学校食堂还推出了
半量半价的“小份菜”等模式，师生可
按需取餐购餐。

不仅如此，北航食堂还在食材源头
上下了节约的功夫：食堂大厨们密切关
注在校师生动态，每天下午4点采购第
二天食材，定量精准采购，避免浪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推出小份菜专门窗口

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食堂各打
饭窗口上方的宣传栏、餐厅墙面和餐桌
上都贴上了宣传海报，门口的显示屏也
在循环播放“健康饮食 适度点餐”的宣
传片。

小份菜每份的分量只有原来的
2/3左右，就连花卷、馒头等主食也有

“迷你”版的，价格也相应有所下调。小
份菜窗口前排队的以女生居多，大家一
般选取两三盘菜，配上主食刚刚好。

在秋实汇餐厅，师生可凭“光盘”
获得纸巾、水果等光盘奖励。学校还
计划升级智能结算系统，助力光盘行
动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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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忠县野鹤镇中心小学
校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和任务，增强政
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宽到边、沉到底、全覆盖、
无死角。

疫情来袭，野鹤小学立马成立了
以校长为组长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了全校的防控领导和监督。学校
迅速行动，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班子
成员积极配合，靠前指挥。突出重点，
严肃纪律，服从命令，统一指挥，统一
行动，不打折扣。

据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和带
班、值班人员全天24小时手机开机，
确保通信畅通，随时关注学校 QQ 群
动态，及时响应学校在群内发布的
各类事项，特殊情况及时向学校汇

报。所有教职工必须切实提高政治
意识，不信、不发、不传任何非官方
不实信息。据了解，今年春季开学
时，安稳办在校门口设置警戒线，大
门口设置三组检测点对入校师生进
行体温测量，有异常情况的及时劝
返。家长及外来人员一律不得入
校，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入校者，必须
做好详细登记并进行体温测量，无
任何异常方可进入。

该校认真做好学生健康宣传教
育，各班坚持晨午检和因病缺勤学生
病因追查与登记报告制度，加强疫情
日常防控工作。教务处指导教师调整
好教学进度，加强教学研究，确保教学
任务全面完成。加强教师教学“六认
真”的检查，学生上课和早晚自习检

查，确保教学有序开展，努力提高教学
质量。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配合各部
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搞好校园卫
生、防护消毒，加强食材检验检查，对
食堂工作人员认真培训等。严把学校
大门关，任何闲杂人员不得进入校园，
确保学校平安。搞好校园卫生、防护
消毒等，落实登记和体温检查制度。
认真上好体育课，开展好大课间活动，
指导学生课余时间体育锻炼，努力增
强学生体质和免疫力，增强对新冠肺
炎的抵抗能力。

疫情未解除，学校不组织师生参
加各类大型集体活动，如集会、讲座、
比赛等。不安排教师外出参加大型
教学、科研等活动，不安排学生外出
参加比赛等活动。学校提前实行“封

闭式”管理，对学校教室、办公室、功
能室、图书室、食堂及厕所等场所统
一做好消毒工作。联系有关部门进
行饮用水检测，排除校内校外安全隐
患，为学生返校做好准备。 提前准备
疫情防控所需应急物资与场所，根据
需要，提前储备好疫情防控所需喷雾
器、手持喷壶、消毒液、口罩等物品备
用，负责在校园外安排设立一间发热
隔离观察室。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让我们践行使命担当、众志成城、全力
以赴，以实际行动为学生和家长服好
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保复
学复课正常化，护佑师生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文/ 刘继兴 涂晓明 许天位

忠县野鹤镇中心小学校：坚守防控阵地护佑师生平安

近日，重庆市两江
新区金渝学校一年级学
生在教室门口有序接受
二次体温测量，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第四届重庆市
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沈静）9月20日，
第四届重庆市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颁
奖活动在两江新区人民小学举行。作
为2020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活动的专
题活动之一，活动旨在激发我市青少
年的创新热情与创造活力，助推我市
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更快、更好发展。

据了解，本届大赛于2019年11月
启动，共吸引了39个区县、468所学
校、超17万青少年参与科学知识、科
技作品、科学调查和科幻画的比赛，
通过初赛、复赛、决赛三轮角逐产生
最终的学生获奖名单。此外，有80名
科技辅导员参与了教师说课比赛，46
名科技辅导员进入决赛，所有比赛于
今年6月14日全部结束。

为落实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通知精
神，本届大赛决赛采取了线上答辩+线
下终评的方式开展，来自高校、教育
科研机构及中小学的专家名师组成
的评审组，评选出学生奖796项，优秀
指导教师奖81项，教学设计说课奖46
项，优秀组织单位奖46个，优秀组织
工作者奖46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小发明、
小创意，本身不需要高精尖的技术，
孩子们灵机一动的金点子，特别值
得鼓励，很多发明的灵感都来自孩
子对生活细微的观察，来自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的郑博凯设计了一款
自动浇水器，该浇水器可以实现给
植物缓慢浇水，并且在缺水的情况
下，还可以提醒主人向浇水器中补
水，帮助主人照顾植物，促进植物生
长，自动浇水器由浇水系统和缺水
提醒系统组成。

据悉，重庆市青少年科学素养大
赛作为我市科技教育的重磅品牌活
动，举办四届以来，累计参赛人数近
60万人次。本届大赛以“人工智能 领

创未来”为主题，由市科协、市委宣传
部、市教委、市科技局、团市委、市社
科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课堂内外
杂志社承办。大赛的承办方课堂内
外杂志社还与清华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联合成立了课题组，积极开展青少
年科学素养分级分类标准和培养策
略研究、针对中小学生的大规模表现
性评价的实践探究类测评研究等理
论性研究，为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的
青少年群体而不懈努力。

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的郑博凯展示自动浇水器。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