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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罗雪琴 肖燕）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为了提高
孩子们自身安全意识，努力杜绝溺水
事故的发生，近日，武隆区江口镇下街
社区组织部分儿童开展第五届儿童防
溺水绘画比赛活动。

活动当天，下街社区干部职工组织
孩子们集中观看了防溺水警示宣传片。
通过真实案例和老师的讲解，孩子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了玩水可能会给自己和家
人带来伤害，同时学习了更多防溺水自
救知识。

“视频里的事件很让人痛心，也提
醒我们生命只有一次，要珍爱生命，远
离危险水域，在生活中要时刻牢记防

溺水‘七不三要’知识。”孩子们观看后
纷纷说。

在随后的防溺水绘画比赛中，孩
子们精心设计画面，用鲜艳的色彩，以
图文并茂的方式，一笔一画描绘各种
防溺水小常识。

“此次活动，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审
美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孩子们的防溺水
安全意识，扩大了孩子们的防溺水知识
面，从而提高了其预防溺水的能力。”下
街社区干部黄雪松说。

活动期间，社区工作人员还对孩
子们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的
宣传，嘱咐其出门戴好口罩，要勤洗
手，少去人员聚集的地方等。

武隆区江口镇下街社区

开展儿童防溺水绘画比赛

目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
于做好校园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配置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各
类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安装数
量，要考虑到学生的密度、活动强度
以及适当的距离进行安装。每个学
校至少配置一台。在明显位置张贴
AED位置导向图，强化AED现场管理
及宣传工作。

AED是一种便携式医疗设备，可
以通过电击除颤挽救心脏骤停患者
的生命，是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救命
神器”。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10
万人配置AED不足2台，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非常大差距。基于此，
2019年 12月，我国通过立法明确，公
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
救设备设施，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等，有助于用好“黄金4分钟”，
提高院前急救效率。近年来，我国在
主要城市的大型交通枢纽及人流密
集型场所陆续开展 AED 配置工作。
特别是北京在全国率先推进AED进
校园，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至少配置一
台AED。

国家心血管中心2019年的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
达55万人。而资料显示，心脏骤停超
过4分钟，脑组织会发生永久性损害，
超过10分钟就会脑死亡。因此，心源
性猝死救援有“黄金4分钟”的说法。
近年来，中小学校发生学生猝死的案
例屡见不鲜。从这个角度而言，补上

校园急救短板不仅仅在于让AED进
校园，还包括让更多的急救知识进入
课堂，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方法。

事实上，除了加大配置力度，AED
使用的相关配套措施，也在不断跟
进。《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将“积极参加逃生与急救培训，学会
基本逃生技能与急救技能”写入目
标，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
救培训证书的人员分别达到 1%和
3%”，按照师生1∶50的比例对中小学
教职人员进行急救员公益培训。北
京明确要求，组织一定数量的相关人
员进行仪器使用的培训。在此基础
上，可依托学校红十字会组织，在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时，进一步加强仪器
使用的培训，确保急救人员科学有效
掌握急救技能。

由此可见，AED进校园也需急救
科普进课堂。换言之，各地中小学校
应普及急救技能教育，彰显“知识守护
生命”理念。普及急救技能教育，应成
为学校急需补上的“必修课”；全面系
统地编写急救教育教材，设置急救技
能教育课程，并进行知识考查和救急
演练，是对在校学生进行生命呵护的
关键。通过系统的急救科普教育，使
广大师生在遇到险情时既能勇于伸出
援手，又能正确使用急救设备、设施进
行科学救助。唯此，才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因不当施救造成的伤害，提升中
小学校急救参与率和成功率，为每个
家庭的幸福和谐提供坚强的保障。

AED进校园
急救知识需普及

■ 张西流

响应“双减”号角 重庆在行动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

良好教育生态，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下发以来，全市把“双减”
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纳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重
点任务，重庆各地区出台相应举措推
进其实施。

优化作业设计 重在控量提质

着力提高作业质量，增强作业的
有效性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根本。
目前，重庆市印发《重庆市进一步推进
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对学校
作业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常
态化对全市中小学生作业管理情况进
行监测，跟踪指导区县和学校不断优
化作业管理措施，严格控制书面作业
总量，严禁给家长布置作业。除了书
面作业，更应该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此前，黔江区教委成立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层层召开工作专题部署会、
推进会、商讨会，分门别类制定作业管
理实施办法，重申各校应严格执行国
家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严控作业总
量，指导教师创新作业布置，科学设计
作业结构。

丰富课后生活 重在兴趣

课后服务不仅化解了家长“三点

半”接送孩子难的突出问题，更成为减
轻学生负担的有力保障。2021年春季
学期，全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基本实现
全覆盖，参与中小学课后服务教师15.11
万人，惠及学生220.21万人，小学生离
校时已全部完成书面作业。

此前，黔江区推行《黔江区中小学
生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在
完成作业辅导的基础上，各校组织开
展自主阅读、艺术、科普、书法、手工等
课外服务。同时，充分挖掘地区特色
文化教育资源，增加“土家摆手舞”“板

凳龙”“南溪号子”“后坝山歌”“向式武
术”等特色项目，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丰富体育活动，
开设篮球、足球、羽毛球等课程，引导
青少年积极锻炼，树立科学锻炼意
识。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近视综合防
控等工作任务，积极开展心理疏导、视
力防护等服务，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治理培训机构 重在规范

把学生从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

出来，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
是减轻校外负担的重点任务。

针对校外整治，此前，垫江县推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学校规范管理
的通知》《垫江县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
为集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文件。
目前，垫江县全部乡镇（街道）覆盖建
立26个民办教育机构管理网格化责任
区，责任人按照“属地管理、分工负责”
原则对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进行监督
管理；采取乡镇（街道）及社区网格化
管理排查、督促培训机构申报、向学生
和家长发放调查问卷、设立举报电话
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开展校外培训
机构摸底排查16次，及时掌握培训机
构办学情况；组织6个联合工作组，定
期对属地范围内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
立体化、全方位检查，形成问题清单，
建立工作台账。组织联合检查25次，
排查校外培训机构95家；建立动态监
控机制，持续对标师资条件、场所条
件、管理条件等方面基本要求开展“回
头看”，逐一验收销号，确保不留隐患，
反馈跟踪强整改。发放整改告知书、
通知书36份，纠正违规办学行为21起，
督促整改问题17个，开具行政处罚书3
份，关停无证办学机构7家。

巫山县从严执行校外培训机构审
批，完成审批准入条件的核查复核工作
和备案审核工作，督促全县公办学校向
社会公开发布招生入学声明，开展专项
整治培训机构13家，查处2起有照无证、
超范围经营等行为。 （本报综合）

近年来，河北省沙河市进一步完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推进普惠
性幼儿园建设，投资4100余万元新建普

惠性幼儿园11所，同时将20所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办成普惠园，不断提升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