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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0”到“6765”，
看牧民乌兰达来的治沙幸福路

“双减”之后如何“增”？
——多地“双减”落地观察

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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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
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等9
个城市作为全国试点。

笔者看到，目前已有多个试
点城市出台实施细则或相关举
措，在减轻中小学生作业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
主阵地作用增强、效能增强，推进

“双减”落地见效。

试点地推出“双减”硬招

8月24日，上海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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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
见》，提出用1年时间，使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有效
管控，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校内课
后服务全面覆盖，线上线下学科
类培训机构规范工作如期完成，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
力负担有效减轻。

在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方面，上海强调促进教、练、考一
致，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
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五年级书
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
间不超过90分钟。

上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改

革的目标是做到“小学书面作业不
出校门、初中疑难作业不带回家”。
同时，全市各学校将通过校园网进
行作业完成情况日报公示，公示作
业完成时间情况和作业内容构成
等；各区还将把作业管理情况纳入
学校绩效考核范围。

“减掉过重的作业负担，就要
在控制作业总量基础上提升作业
质量，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
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
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作业。”上
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局长熊秋菊说。

在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上，上海、北京两地“双减”举措均
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线下培训机
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
30，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沈阳市提出，将持续开展
为期三年的专项治理，对占用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组织学科类培训采取“零容忍”
态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准备工作”落细落实

临摹字帖、写作文、读英语绘
本、做口算题……今年暑假，成都
市少城小学三年级学生刘星雨收
到一份个性化作业单。这是老师根
据他口算能力偏弱、字迹潦草的学
习情况“定制”的，因他日常阅读量

较大，就没再布置阅读作业。
针对不同学生薄弱环节，有

针对性地布置分层作业、个性作
业，是少城小学切实减轻学生课
业负担的一项探索。笔者看到，类
似的减负增效举措正在为“双减”
全面落地打下良好基础。

沈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处
处长方彤表示，该市中小学校已
在今年暑假作业中强调总量监管
和质量优先，教师精选作业内容，
提高作业设计质量，作业难度不
超过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同时，作
业充分体现素质教育导向，包括
巩固掌握一项体育运动技能、学
练一项艺术技能、参观一次博物
馆等。

在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方面，
沈阳市自今年8月起开展为期3
个月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重点治理未经审批开展培训、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聘用中小学
在职教师等重点问题。截至 24
日，已查处违规机构127家，其中
限期整改43家，停办整改28家，
责令停止办学56家，有31家违规
机构被列入黑名单。

成都市自7月中旬起不再审
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为加强风
险防控，该市试点建立校外培训
机构第三方全额资金存管制度、
风险评估机制，并支持和鼓励校
外培训机构探索“先消费、后付

费”运营模式。
“双减”措施迅速落地，也向

社会传递了科学教育理念。成都
市人民北路小学学生陈一冉的妈
妈说：“孩子的身心健康永远是第
一位的，以前看到孩子身边很多
同学上培训班，自己没有给孩子
报，心里多少有些忐忑，现在新政
策更坚定了自己让孩子全面发展
的理念。”

“减”了之后如何“增”？

校外内容减了，校内如何做
强做实？教育专家表示，“双减”的
落地见效离不开“双增”，“增”的
应是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校内
教育质量。

新学期，上海将推出加强学
校作业管理、全面实施义务教育
课后服务、建立培育课后服务支
持体系、加快推进紧密型学区集
团建设、推进落实全员导师制全
覆盖等6项举措，旨在全面提高
学校教学质量。

针对部分学生在校内“吃不
透”或“吃不饱”的情况，上海将升
级“空中课堂”。一方面，面向初
二、初三年级学生，遴选优秀教
师，结合相关学科单元教学重难
点问题，制作重难点名师在线精
讲课；另一方面，广泛征集学生在
日常学习中的关注点，由名师团
队遴选高频和高质量关注点开展

在线集中答疑。
“‘双减’对校内教师教学能

力和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比
如，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就必须
在提升课堂质量的同时，提高作
业设计质量，避免无效反复操
练。”成都市青羊区一名语文老
师说。

针对国家“双减”意见提出的
拓展课后服务资源要求，各试点
城市展开了探索。方彤表示，沈阳
市除聘用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
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等参与课
后服务外，还将制定出台管理办
法，指导学校遴选资质优、信用好
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
后服务。

如何做好优质教育资源的增
量？北京迈出更大步伐，明确将大
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包
括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
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
等举措，以缩小城乡、区域、学校
间教育水平差距。

专家表示，在推进“双减”工
作过程中，还需发挥社会资源力
量，为学生开阔视野、全面发展、
实践锻炼提供重要平台。只有学
校、教师、家长及社会各方都尊重
教育规律，树立正确教育观、成长
观，才能真正破除“抢跑文化”，营
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新华社 吴振东 王莹 吴晓
颖袁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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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走在广袤的毛
乌素沙地中，昔日的漫漫黄沙
早已被成片的沙柳、柠条和旱
柳所替代，满眼的绿意向远处
延展，无边无际，阵阵的微风裹
着枝叶间的清香，使人心旷
神怡。

“入了秋就要开始打草了，
给家里的牛羊备足过冬的草
料。”初见乌兰达来，他正在自
家的草场里忙活着，“虽然这
里是毛乌素沙地，但如今生态
环境好了，家里草场面积大
了，一年打10吨的草料完全不
成问题。”

今年 54 岁的乌兰达来家
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
审召镇查汗庙嘎查，是十里八
村出了名的治沙大户。

“以前我家就住在沙窝窝
里，周围都是明晃晃的黄沙滩，
每次刮‘黄风’的时候，屋里全都
是沙子，桌子上、炕上、灶台上，
哪哪都是沙，不光是门前的路被
沙埋，房子也常常被埋。”回忆起
治沙前的生活，乌兰达来的思绪
又被拽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

“风沙让地里没什么收成，人吃
不饱，养的羊也受着饿。”

“风沙刮得黄雾雾，越看越
想没活头。”沙害，让昔日的毛
乌素沙地了无生气。“家在这
里，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必须治
沙。”乌兰达来说。

为鼓励更多百姓参与到毛
乌素沙地治理中来，20世纪80
年代，鄂尔多斯市提出“五荒到
户、谁造谁有、允许继承”的治
沙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
牧民包地治沙的热情。

也是从那时起，乌兰达来开
始在自家附近承包沙地。“当时
承包的几千亩沙地里一半以上
都是明沙梁，能长着草适合放牧
的地方只有180亩。”乌兰达来
说，受限于当时的环境，他们家
只养了70只羊，过小的“草场”
和牧草的严重不足，成为困扰他
发展畜牧养殖的难题。

“在治理毛乌素沙地的过
程中，大伙总结出‘前挡后拉、
穿靴戴帽’的治沙方法，把每一
个沙丘都从下往上分层治理，
效果好极了。”乌兰达来说，他
跟着大伙一块干，房前屋后的
绿色渐渐多了起来。

从2002年开始，乌兰达来
和家人开始种沙柳和旱柳，连
续种了 10年，让 6765 亩沙地
全部披上了绿装，其中的3000
余亩依照相关标准被纳入国家
公益林。

从180亩到6765亩，这既
是乌兰达来一家多年来治沙成
效的体现，也是对他的肯定与
褒奖。

“现如今我家的草地能养
300多只羊，但我只养了180多

只。少养些羊虽说影响收入，但
这是对这片草地的保护。”站在
自家的草原上，乌兰达来骄傲
地展示着他的治沙“成绩单”，

“如今牛羊的饲草料全部能自
给自足，这样的养殖规模在过
去想都不敢想。”

持续治理，久久为功。经过
当地干部群众的接续奋斗，毛乌
素沙地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作为毛乌素沙地的腹地，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和鄂托克前
旗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森林
覆盖率只有7%和2.58%，综合
植被盖度不超过30%。”鄂尔多
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韩玉飞
说，“2020年，乌审旗和鄂托克
前旗的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
32.92%和24.05%，近几年的综
合植被盖度也超过60%，生态
治理成效显著。”

随着毛乌素沙地生态的持
续改善，当地百姓也逐渐走上

“绿富同兴”之路。
和其他治沙户一样，每年

给灌木平茬能让乌兰达来有一
笔可观的收入。“沙柳和柠条这
种灌木3年到5年就得平茬，不
然就枯死了。”乌兰达来说，“我
把草地里的沙柳和柠条按块划
分，每年划区平茬，平了茬的沙
柳和柠条既能卖给其他治沙户
栽种，也能卖给附近的生物质
发电厂当原料，每年能有5万

元的收入。”
为打通治沙产业链，鄂尔多

斯市鼓励建立多家生物质饲料
加工厂、生物质热电厂等企业。
这些企业将平茬下来的灌木枝
条回收后加工成饲料或用于发
电，将生态治理成效转换为经济
效益，在带动生态建设的同时，
有效提高了农牧民收入。

乌兰达来给笔者算了一笔
账，他家划入国家公益林的部
分每年有4万元的补贴，再加
上养羊每年入账的15万元和
平茬收入的5万元，一年下来
他家的收入能达到24万元。

“现在生态变好了，我们的
生活也更幸福了，以前只能住
在不大的土房子里，现在我盖
起了400平方米的大房子。”乌
兰达来高兴地说，“这么多年走
过来，虽说辛苦，但我走出了一
条幸福的治沙路。”

“未来，鄂尔多斯市还将继
续畅通治沙产业链，努力将毛
乌素沙地治理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在持续治理和
保护沙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为
群众打造出一条‘绿富同兴’之
路，让更多像乌兰达来一样的
农牧民吃上‘生态致富饭’，让
毛乌素沙地百姓过上更加幸福
的生活。”韩玉飞说。

（新华社 张洪河 侯维轶
朱文哲）

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的
自然教育：
把课堂搬进森林

沿着山路前行，随着指路牌上
的数字变小，熊猫森林国际探索学
校出现在眼前。这是位于四川荥经
县的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里的一
处自然教育营地。

笔者注意到，营地里有不同类
型的木屋，有的背靠森林，有的靠
近小溪，有的环抱古树。青山绿水
间还有一个熊猫餐厅，用餐者在欣
赏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能听到潺潺
流水声和清脆鸟鸣声……

营地导师刘文学介绍，作为开
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
里的一所自然教育学校，这里的设
计尽最大努力保留原始地形地貌
和天然植被，通过各种“大熊猫保
护”主题的活动设计让学员真正深
入和探索森林，进而热爱大自然，
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达80.3%的荥经县
是大相岭山系大熊猫野外种群的
重要栖息地，全县48.7%的面积被
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涉及四川大
相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龙苍沟国
家森林公园，境内分布有野生大熊
猫28只。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具有大熊
猫特色的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活
动，有助于促进公众形成珍爱自
然、保护大熊猫的意识与行为，推
动公民生态道德建设。

四川省《关于推进全民自然教
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
年，四川幼儿园、中小学自然教育
参与度达90%，自然教育市民认知
度达到80%。

在都江堰市，大熊猫国家公园
都江堰管护总站依托龙溪-虹口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瓦子坪宣教中心，
设计了11条自然教育“线路”，基
本涵盖动植物科普、野外观鸟、自
然体验等功能。

都江堰管护总站虹口站站长
刘波曾多年巡山护林，如今成为自
然教育导师。他认为，野外的工作
经历让他在带领孩子们上课时可
以更加游刃有余。

飞虹社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
都江堰片区的入口社区。一听到保
护站要开设自然教育课，社区居民
王贤祥第一时间给13岁的孙子和
10岁的孙女报了名。“我们从小在
山里长大，野花野草多少认识一
些，但他们这一代接触大自然少
了，基本都不认识。”王贤祥说，希
望孩子们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传承
下去。

“飞虹社区的很多居民都是护
林员，他们有着丰富的野外经验和
知识储备。下一步，我们将把他们
培训成自然教育导师，既能带动大
家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又让他
们增加一份收入。”刘波说。

（新华社杨三军张海磊）

（上接1版）

◎ 传递好人精神：
形成善善相生的良性

循环

在“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中，四
川好人的事迹被搬上了舞台。情景诗
朗诵节目《车爷爷的长征》，讲述了四
川好人车盛寅离休后充分利用自家条
件，腾出自家老屋，筹建“红色见证”展
览馆，30年如一日地宣传长征精神的
故事，当90余岁的车盛寅在节目最后
步履蹒跚地走上舞台时，全场掌声雷
动；音乐小品《一个闺女十个妈》根据
蓬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李
玉梅的故事创作，并由蓬安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们表演，现场不
少观众看得热泪盈眶……

好人故事令人动容，而感动本身
也是道德培育的一种方式。22场“四川
好人榜”发布仪式，既是传承道德的舞
台，也是传递爱心的盛典。舞台上，面
对荣誉，四川好人们纷纷表示他们只
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并把这份沉
甸甸的荣誉视为激励自己继续前行的
动力。见义勇为四川好人张宗洪说：“我
只是做了些很本分的事情，却给了我这
么高的荣誉。相信还有很多人都会和我
一样见义勇为。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肯定还会冲上去，绝不退缩。”

舞台下，鲜活感人的四川好人事
迹，激励着更多人传承榜样力量，弘扬
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胡雄辉是一名有着15年党
龄的医生，今年6月现场观看“四川好
人榜”发布仪式后，他告诉记者：“我要
向这些四川好人学习，立足本职工作，
全心全意为病患服务。我相信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的举办，
让四川好人的事迹传遍街头巷尾，好
人事迹影响社会向上向善的作用日益
显现。四川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持续提升“四川好人榜”评选发布
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持久
力，推进道德实践养成，四川省文明办
积极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通过群众
的眼睛寻找和发掘身边好人，让群众
真正成为举荐榜样的主体力量；采取
多种形式生动讲述好人的感人故事，
挖掘阐释蕴藏其中的精神价值，让人
们领悟社会道德的良好风尚；坚持多
维立体传播，推动各地建立多层次的

“好人发布”形式，让好人形象立体鲜
活、广受欢迎；建立完善规章制度，省
文明委针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出台
了10条礼遇政策、7条帮扶措施，充分
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先进典型政治上的
优待、生活中的关怀，营造良好道德环
境，彰显社会道德高度。

凡人善举、小行大义。好人故事还
在讲述，榜样力量还在传递。每一位四
川好人都是一颗星星，如今，巴蜀大地
上已是星光璀璨。

安徽
21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投资额超千亿元

新华社合肥8月 29日电（记
者 王菲）安徽大力实施新兴产业
补链固链延链强链工程，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嵌
入长三角创新网络和产业布局。8
月 28日，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暨2021年安徽省第八批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在安庆市举
行，216个重大项目在该省同步集
中开工，总投资1037亿元。

据悉，216个重大项目涉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等多个行业领域，覆盖全省16市，
今年计划投资213.36亿元。

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安徽
省聚焦十大新兴产业，大力开展

“双招双引”，主动承接沪苏浙先
进产业转移，以重大项目为龙头，
加快布局一批具有“乘数效应”的
标志性引领性重大项目，在轨道、
公路、航空、港航等领域谋划推进
一批打基础、管长远、利全局的重
大工程，同时，以重大合作为抓
手，聚焦低碳、零碳、负碳领域开
展技术合作，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