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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重庆科技报社对新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如下：

李彦霏
公示时间：2021年3月18日—27日
举报电话：重庆市新闻记者证核发办公室：023-63899149

重庆科技报社：023-63658858

重庆科技报社
2021年3月18日

江苏省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劳动素养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学
生评优评先、毕业升学的重要参考
或依据。

意见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明确
实施劳动教育的机构和人员，统筹规
划配置中小学劳动教育资源，加大经
费投入力度，建立“劳模工匠进校园”
常态化工作机制，可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吸引社会力量提供劳动教育

服务，鼓励购买劳动教育相关保险。
江苏将分段实施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探索劳动教育学分制。家庭要鼓
励孩子利用双休日或节假日参与劳
动，确保中小学生每周家庭劳动时间
不少于2小时，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1
至2项生活技能。小学和初中劳动教
育课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普通高
中不少于6个必修学分；职业院校劳
动专题教育必修课不少于16学时，高
校本科阶段劳动专题教育必修课不少
于32学时。

3 月12日，教育部公布《2021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
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国家分数
线）。根据《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工作管理规定》，招生单位要在国家
分数线基础上，自主确定并公布本单
位各专业考生进入复试的要求。近
日，教育部召开会议，对做好 2021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进行了
部署。

会议要求，各招生单位要在省级
高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
考虑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实际情
况，因地因校制宜，自主确定复试时
间、复试方式和复试办法，确保复试工
作安全、科学、公平。

会议强调，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加
强复试组织管理，确保复试公平公
正。复试前，要采取“两识别”（人脸识
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考库、学籍
学历库、人口信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
比对）等措施，加强考生身份审核，严
防“替考”。复试中，要采取“一平台”
（进行远程复试的招生单位原则上应
统一复试平台）“三随机”（随机选定考
生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员、随
机抽取复试试题）等方式，加强过程监
管，严防“作弊”。对已录取的新生，招
生单位要在新生入学后3个月内，按照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
求，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
消学籍。对于考试招生中的违规违纪
行为，不论何时，一经发现即按《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
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
部门调查处理。

会议指出，各地各招生单位要进
一步规范调剂录取工作。招生单位应
严格按照教育部有关政策，制定本单
位调剂工作办法。要坚持以质量为核
心，择优遴选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
招生单位（含所属院、系、所）相关调剂
工作办法及调剂录取名单须报招生单
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报省级
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审核。

会议要求，各地各招生单位要进
一步优化考生服务。各招生单位要提
前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和本单位网站公布接收考生调剂的时
间、基本要求、工作程序、调剂复试办
法、联系咨询电话等信息。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
系统”将于3月20日左右开通。有调
剂意愿的考生，可及时登录调剂系统
和招生单位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
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调剂志愿。

（本报综合）

多国规范中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
■ 刘玲玲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分数线公布

教育部部署做好复试录取工作
江苏将劳动素养作为

大中小学毕业升学参考依据
■ 李 岩

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权威机构的
研究成果显示，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对
青少年视力、颈椎及大脑发育造成危
害。另有研究显示，大量频繁使用移
动设备会影响青少年“社会情感发
展”。为引导学生减少使用手机频率、
维护身心健康，不少国家已将“手机禁
令”推广至中小学校或更大范围。

法国
立法针对性实施“手机禁令”

“禁用手机！”在法国的大部分幼
儿园、中小学校园内，随处可见这些醒
目的图标。走廊里、教室内，甚至是操
场建筑上，这些图标或是以加大加粗
字体的方式，或是以漫画图标的方式，
时刻提醒学生，校园内禁用手机等电
子移动设备。

2018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
并于同年生效一项法案，禁止幼儿园、
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或
任何其他电子终端设备。法案规定，
除残障学生特殊需要、校外活动或教
学目的外，3岁至15岁的学生在教学活
动中不得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及智能
手表等可联网的通信设备，课间也不
允许使用；超过15岁的高中学生可自
愿执行全部或部分禁令。法案特别指
出，违反规定者，学校可没收其手机，
当日放学后再归还。学校还可根据

“教学用途”自行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手
机等移动设备。

数据显示，法国近90%的 12至 17
岁青少年拥有智能手机。法国政府希
望通过“手机禁令”减少网络霸凌、不
良内容传播等负面行为。这项措施得
到了多数家长和老师的认可。法国电

视一台曾在法案实施一周年时进行社
会调查，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支持
校园“手机禁令”，并认为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日本
为手机带入校园设定条件

“不要在网上透露自己和好朋友
们的约定；不要上传说脏话和恶作剧
的视频；遇到麻烦事不要独自一人解
决，可以跟大人商量后再行动……”
在日本佐贺市城东中学的课堂内，
来自久留米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的 4
名在校生，向 200 余名中学生讲述

“使用手机七规则”，提示网络在提
供便捷之余存在的诸多风险。这 4
名“课外老师”通过短剧等轻松诙谐
的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应该如何正
确使用手机。

日本是最早提出“手机禁入校园”
的国家之一。早在2008年，日本文部
科学省就下发通知，原则上禁止公立
学校中小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高中
生虽然可以带入，但是禁止在校园内
使用。

在多年的实践中，有家长呼吁允
许子女有条件地携带手机上学。课外
活动回家较晚，或发生地震等自然灾
害时，需要及时向家长报平安——出
于类似原因，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为
子女配备智能手机。尤其是2018年大
阪发生地震之后，许多家长表示希望
能随时与子女保持直接沟通。

文部科学省组织专家对此进行了
讨论。2020年8月，文部科学省向全国
各级教育委员会下达通知，有条件地
允许将智能手机等可联网通信设备带

入校园，并明确了4个基本条件：学生
和家长要设定相关使用规则，学校要
明确手机管理方法，家长有责任设置
防止浏览有害网站的防火墙，家长与
学校要向学生教授智能手机正确使用
方法，并让他们了解相关危险性。

美国
锁手机让学生关心真实生活

从2019年8月开始，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旧金山附近的圣马特奥高中，当
学生走进课堂开始一天的学习时，他
们要将手机放入一个特制的袋子中。
手机入袋以后就被一个有磁力的装置
锁住了。放学铃响后，这个装置才会
解锁。圣马特奥高中的做法基于加州
州长加文·纽瑟姆签署的一项法令。
法令明确授权公立学校可以出台政策
和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学生在校期
间使用智能手机。

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会分散注意
力，影响学习。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
系主任格伦·盖赫在《今日心理学》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越来越多的孩
子使用智能手机，导致他们户外活动
和与他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减少，对
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圣马特奥高中校长助理亚当·盖
尔布表示：“敦促学生放下手机，融入
身边好友圈子，更关心自己身边真实
的生活——这是我们规范手机使用的
真正目的。”高年级学生杰拉尼·迪奥
普说，即便在周末，他的手机数据显
示，全天使用时间也比学校规范手机
使用前减少了30分钟。“我有更多时间
花在和老师、同学们的交流中，享受课
堂和户外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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