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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9年 10月，上海市教委、市体育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财政局、市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本市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工作的实施
意见》，进一步鼓励学校场地对外开放。 明确了全市公
办中小学校，除特殊教育、寄宿制等不宜开放的学校
外，均应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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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开放？ 怎么确保安全？ ”政协委员关注市民健身问题

去哪儿锻炼：学校体育场馆

    来自台盟上海市委的王巨成

委员，昨天下午提前一个小时，就
来到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加

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专题会议的会场，

“抢占”了一个有利抢先发言的好

位子。王巨成关注在沪台资中小

企业的发展，想在发言中建议适
当调整现行的市场评价体系或者

审核的手续，进一步批准中小台
资银行参与非金融企业的承销业

务等。“正好利用这点时间，再对
发言稿做些修改完善。”他一边看

稿子，一边和记者说道。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摄影报道

    “找阿姨比找老婆还难？”马上

春节将至，“保姆去哪儿了”又成了
许多人犯愁的问题。昨天，上海市十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中提及，常委会主导起

草并审议通过全国首部《家政服务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让优质家

政服务惠及千家万户，在上海两会

会场引发热议。
“现在找个阿姨比找老婆还难，

《田教授家的 28个保姆》在生活中
早就见怪不怪。”市人大代表盛雷鸣

表示，哪怕对现在的保姆不太满意，
也不敢轻易换，因为下一个可能比

这个还不如⋯⋯
这样的“苦水”许多代表都感同

身受。市人大代表郑惠强说，有的钟
点工一个下午要做好几家，有些是

照顾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的，需要
体检雇主才放心。但现在几十元就

能从“野路子”买到一份合格的健康

证。有一名雇主担心保姆的健康证
是买来的，于是每次换保姆前，她都

要自掏 200多元带着对方去医院检
查。有几名保姆只做了一礼拜，双方

都不满意，走了，又来一个，又要花
200元⋯⋯

相关数据显示，上海已登记注

册的家庭服务企业有 2400家左右，
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万，

服务的家庭数量超过 100 万户。
“《条例》针对性很强、很实用，和老

百姓千家万户都有关系。尽管讨论
时大家立场不一、有的意见相左，但

最后能够顺利通过很不容易，可以
说是民生立法成功的典范。”郑惠强

说，像上面所说的体检问题，在法律
法规的制约下，将来要是能有统一

平台、指定医院，家政人员的健康等
信息清晰可查，就方便多了。

“在《条例》中，明确鼓励发展员
工制家政服务机构，依法与家政服

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缴纳城镇职工社保，并定期开展服

务技能、安全、卫生等各方面培训，
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制度。这对于规

范家政服务市场是极大的利好。”盛
雷鸣表示，相信法律出台后，对市场

能起到提升作用。但他也建议，好的
法律出台后，还应有配套的实施细

则落地，包括采用各种举措发展员

工制；建立诚信平台，对有“小偷小
摸”等行为的家政人员，哪怕家政员

跑了，也应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
时，对于家政人员的服务也应该统

一标准，提高质量，并由专门的行业
协会等加强监管。

针对现在家政服务培训市场比
较混乱，基本付钱就可以获取证书，

难以保证质量的现状。《条例》中明
确提出：市教育等部门应当将家政

服务纳入职业教育计划。为此，要鼓
励更多学校开出专业的家政服务专

业。希望未来上海能培养出一批训
练有素的家政人员。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近几个月香港修例风波，我们

看到青少年成为暴力活动的主体，
主要是因为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缺

乏了解。”如何帮助青少年正确理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有效提升青少年

政治素养，培育青少年的爱党、爱国

情怀？上海市人大代表吴敏建议，学
校和媒介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提

高中小学生对时政新闻的关注热
情，加强培养青少年收看时政新闻

的习惯，“让青少年讲好时政故事”。
虽然当前社会对时政教育的认

识已不断深化，但在实践中仍然面

临诸多瓶颈。作为台盟上海市委副

主委，吴敏代表在调研中发现，不论
是学校还是学生家长，对时政教育

的意识并不高，青少年对时政的关
注不够。“中小学生收看《新闻联播》

的比例可能还不到 20%。
和近年来各高校思政课的创新

相比，中小学生的思政教育如何有

效衔接、循序渐进？“《中国诗词大

会》那么热，很多小朋友都去参加比
赛，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古诗词的热

情，这说明对于青少年来说，引导是
有用的，关键要用合适的、正确的方

式去引导。”吴敏举了这样一个例
子，在她看来，在青少年三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用合适的方法引导他们

关注国内外时政新闻，对于青少年

爱国主义情怀的培养至关重要。
吴敏建议，重视校园时政文化

建设，形成良好的关注时政的校园
氛围。学校可以经常开展时政知识

评比活动，通过树立榜样，发挥思政
教育模范作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熏陶，逐步养成关注时政的

习惯。同时，也可以在学校、市级等不

同层面开展时政知识竞赛，有条件的
话可在媒体上进行时政知识大竞赛，

激发学生关注时政新闻的热情。
“比如，媒体可以举办时政故事

大赛，引进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青少
年参与；学校可以通过联赛、文艺演

出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

青少年对时政新闻的热情。”吴敏
说，从小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增

强他们对国家、社会的了解，在和国
内外青少年交流中，讲好中国发展

的故事。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吴敏代表：学校加强引导 培养爱国情怀

“让青少年讲好时政故事”

阿姨的“野路子”健康证谁来管？
上海审议通过全国首部《家政服务条例》引发热议

提前一小时 “抢占”好位子

【案例】

普陀区现有中小学校 72所， 其中
公办 66所、民办 6所，目前除 3所特殊
学校、1所女足专业训练校、1所学校操
场大修外，61 所公办学校体育场地实
现日间开放，60 所学校实现夜间开放，

开放率达 98%以上。

技 术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随着上海市民的健身意识
不断增强，“市民去哪里锻炼”成为

新的民生焦点。“如何让学校体育场
馆更有效开放？”“怎么确保安全？”

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进一步开放学校体

育场馆”成为市政协委员们热议的

话题，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不仅
能为群众就近参与健身提供良好环

境，还可以有效提升公共体育场馆
设施使用率，委员们认为用好新政

策，通过新机制和新模式就可以形
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为安全保驾护航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体教两部

门合作是根本。市政协委员、致公党

普陀区委主委、普陀区体育局局长顾
薇玲介绍了一些具体的作法。区里

建立了“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联席会
议”，共同商定开放方案，牵头负责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日常指导、督

查、考核和评估，协调解决场地开放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三方管理单

位、学校、属地街镇各司其职，分别
落实场地开放的现场管理、场地维

护、居民引导等责任，属地管理的交

流渠道畅通，遇到问题，能做到信息
互通、及时处置、互相补台。

从 2008年启动学校体育场地
开放，到 2016年推出第三方管理服

务模式，再到 2018年 7月升级 2.0

版本，普陀区通过“互联网+”的资源

整合模式，大大提升了校园体育场地
开放的管理水平。顾薇玲介绍，4年

前，普陀区推行场地开放 1.0版模式

期间，年平均接待健身居民 90余万
人次。从 2018年 7月至今，年平均接

待 327 万人次，增长 227%。截至
2019年 9月底，社区居民办理 24.4万

张免费健身卡，占区常住人口的 19%，
其中 2万余人每周活动一次以上。

顾薇玲认为，学校体育场地开
放，安全有序是关键。为此引入了信

息化管理手段，开发专门软件，通过

实名办卡和刷卡出入，实现健身数
据动态采集、动态管理。健身居民通

过刷卡、扫码、小程序等方式进出学

校场地，进校记录、离校清零，在场
人员实时数据全区联通，方便健身

居民导流和第三方管理。普陀区还
积极配套完成了 50所学校的软硬

隔离设置，完成 5所学校的灯光改
造，实现 61所开放学校灯光、软硬

隔离工程全覆盖。在上音安师等 7

所健身人群较多的学校试点安装人
脸识别系统，提高校园开放技防水

平。制定场地开放限流原则，按照
2.5平方/人的上限，加强对场地开

放的安全管控，为学校免去了安全
的后顾之忧。

便于学校有序管理
随着健身需求不断丰富，市民

不仅满足于在学校操场跑道上健

身，还希望学校的室内体育场馆也
能开放。对此，市政协委员、上海大

学体育社会学教授陆小聪认为，要

做好学校室内体育场馆有序开放，
也要求市民健身的组织程度和文明

素养进一步提升。
日本是最早提出让公立中小学

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国家，日本
9成以上中小学都实现了室内体育

场馆向社会开放。陆小聪认为，成功

的方法在于接纳市民的“团队性”健
身，“日本市民从事体育活动的组织

化程度很高，他们很少个人去健身，
更多是以社团、集体的组织方式来

参与健身，这就更便于学校来进行
管理。”日本在社区内有成熟的社区

体育指导委员会，他们会了解市民
健身的需求，并主动与公立中小学

进行预约。
对此，陆小聪建议要进一步

发挥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这一体
育社会组织的枢纽性作用，引导

各社区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等

基层组织逐渐承担起帮助市民参

与、预约学校体育室内场馆的职
能，协助学校和教育、体育部门更

好地开展好学校室内体育场馆的
开放工作。

配指导员引导健身
学校的体育设施让市民使用，

如何杜绝安全隐患这个核心问题？

对此，陆小聪认为除了购买保险外，
还应当加一道“前置的保险”———在

开放时段引入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市
民进行科学健身指导，形成校园体

育场馆开放的“双保险”。

作为上海大学的教授，陆小
聪经常会在清晨看到不少市民来

到校园里健身，通过观察，陆小聪
发现虽然上海市民的健身意识和

积极性越来越高，但他们的健身
技能掌握还存在偏差，身体素养

也存在弱点。“购买保险虽然能够
分解安全问题，但我们更需要做的

是预防运动风险的产生，在校园体
育场馆开放的过程中配备社会体

育指导员可以有效减少运动伤害
的产生。”陆小聪认为，室内健身

多为团队运动，彼此还能照应，在
校园室外跑道上健身的市民更需

要社会体育指导员来指导，提升
安全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