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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青少年长年学业负担过

重，导致体质下降、近视率高发已成
事实。如何让孩子、家长、学校都来

重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新年伊始，
云南省传出重磅消息，中考体育分

值将上升至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
的 100分，成为第四大学科。此举一

出，引发社会争议。

云南省教育厅最新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国家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设定

的科目将全部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范围，全科开考，共计 14门，总分

700分。各学科分值分配为：语文、

数学、英语、体育各 100分，物理 50

分，政治、历史、生物学各 40分，化
学、地理各 30分，音乐、美术、劳技

各 20分，信息 10分。这一改革将从
2020 年秋季学期新入学的七年级

（初一）起开始实施。其中，最引人注
意的是体育学科地位上升，分值从

过去的 50分升为 100分。

对于云南的中考“新政”，争议
的焦点主要在体育分值上升至与语

数英并列的 100分是否合理？物理
化学分值偏低会不会导致学生不重

视理科？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院长季浏说，云南的做法反映了体
育运动的重要性。我国青少年体质

的大部分指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
以学生肥胖和超重为例，7至 22岁

的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

乡村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
14.81%、9.92%、10.79%、8.03%。各

学段城乡学生视力不良率居高不

下，7 至 12 岁小学生为 40.89%，13
至 15岁初中生为 67.33%，16至 18

岁高中生为 79.20%，19至 22岁大学
生为 84.72%。还有数据表明，因缺乏

体育活动、不爱体育运动，只会成天
坐在教室里刷题，导致青少年心理问

题十分严重，且 13至 15岁的抑郁人

群每年以 10%的速度上升。
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校长胡培

华说：“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要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

系。也就是说，人的成长和成才并非
只有智育、分数一个方面。国家要求

五育并举，而且，五育中的体育又是

居核心地位的。只有身心健康了，才

能让其他四育更好地发展。所以，中
考要重视体育是必然的。”

已有云南的家长吐槽，把体育

提升到与语数英同等地位，对于天
生体质不好或个头偏小、运动能力差

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个噩梦。在季
浏看来，家长的担忧其实涉及的是体

育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问题。体育
必须考试，但考什么、怎么考，是需要

科学研究的。理想的模式是体育不能

落入应试的窠臼，要让孩子各展其
长，篮球打不过高个子的，可以选择

技巧、速度跑等，要鼓励孩子从事适
合其特长的运动项目。另外，季浏还

建议，体育中考绝对不能“一考定终
身”，应该是贯穿于各学年的运动健

身之中，尤其是要注重考查平时的锻

炼态度、参与程度等。

目前上海的中考体育分值为
30分，从全国来看是比较低的。去

年，天津提出将中考体育分数由 30

分提升至 40分；江西是由 50分增

加为 55分；安徽则是从 2013年起
连续六年提高体育分数，在经过“六

连涨”后，终于稳定在了 60分的高

度。但是，胡培华校长提出，像上海
这样将体育的分值设得低一些，也

是有积极意义的，分值低，运动能力
强的学生与弱的学生之间的考分差

就不会太大，这也是为了考试录取
的公平。需要明确的是，体育进中考

不是为了让学生通过体育去多拿分

数，而是为了倒逼他们平时加强运
动锻炼，从而真正做到强身健体。

首席记者 王蔚

云南将体育与语数英并列为“四大学科”引热议

体育中考不能一考定终身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元旦上午，家住场中路

4弄 10 号的彭新华老人在子女陪

伴下，高高兴兴乘着刚竣工的电梯

下楼，到附近一家酒店全家相聚，吃
了一顿“迎新饭”。老人说，这顿“迎

新饭”既是迎接新年的到来，也是加

装电梯后迎接新生活的开始。

记者今天从虹口区获悉，该区
自从 2015年 8月试点启动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已先后立项
116台、竣工 69台。其中 2019年

共立项 51台、竣工 27台，尚有 15

台正在施工中，2019 年竣工数量

位居全市第一，居民幸福指数大幅

提升。
作为本市中心城区老龄化程

度比较高的虹口区，居民对于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呼声很高。虹口区把

加装电梯作为重要的民生实事工
程来抓，成立了区管局、建管委、规

划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及各街
道组成的虹口区推进加装电梯工

作专项领导小组，通过建立多级平

台推进加装电梯工作，每半月定期
召开相关推进会，建立加装电梯工

作区级推进微信群。
记者了解到，该区房管局请第

三方专业单位根据各街道排摸上报
的信息，已完成对全区范围内既有

多层住宅小区楼幢前期测勘工作，

并出具了可行性方案报告，为各街
道及居委会提供工作依据。各街道

同时完成加装电梯的居民征询工
作，由区房管局汇总形成虹口区加

装电梯基础大数据，摸清底数。
虹口区房管局相关人员介绍

说，为进一步优化加装电梯征询流
程，该区改每门洞进行 1次全小区

2/3征询为每小区仅进行 1 次 2/3

征询，为居委会、业委会、居民征询

工作减负。针对加装幢全体业主是
否同意加装电梯、造价分摊、维保

费分摊、运行费分摊 4项征询，优
化申请资料流程，编制参考样张合

并为一份材料，只需一次征询，避

免了重复操作，缩短征询时间。

与此同时，虹口区还实行并联
预审，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在征询

阶段，区房管局与区规划局共同对
立项材料、初步设计方案预审，对

存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提高申请资料通过率。

区房管局作为立项单位，通过

提前预审，确保 10个工作日内完
成立项审批，区规划局在征询阶段

对初步设计方案预审，在方案审批
阶段实行公示与绿化、消防等部门

征询并联办理，确保在材料合规的
前提下 30天内发放规划许可证。

区建管委通过提前开放网上
资料填报预审平台，在专家评审的

同时对本部门的审批材料提前预
审核查，在评审通过后，施工许可

备案当日办结。
区市场监管局专业设备审批

也在 3个工作日内办结。区财政局
对于补贴发放给予优先审批，做到

应发、能发、尽发。

    这几日，邻国日本的气象厅有点

愁。由于冷空气南下力度太弱，今年冬
天北海道的雪量危矣。 不仅一些冬季

滑雪场在等雪营业， 著名的旭山动物
园也遭受打击， 由于雪量不足担心企

鹅光脚走在柏油路上受伤， 企鹅在园
内散步的冬季亮点活动不得不推迟。

气候变化带来的“暖”问题还不止

于此。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底在马德里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最

新报告显示，截至 2019年，人类活动
产生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异常高

温、 冰层退缩及创纪录海平面升高等
情况持续了十年。

即便没有科学家的预警，我们也
已感受并亲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

响。近几年，世界各国频繁遭遇飓风、

热浪、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北极

那些最古老的冰已经悄然消失，南极
的冰川也在加速流动。 去年圣诞期

间，从非洲入境的暖空气团给欧洲的

希腊带来异常天气， 气温升至 20℃

上下，硬生生把本该白雪飘飘的圣诞

节过成了复活节。近年上海也是暖得

有点异常，除了几波强冷空气的强势
突袭外，气温整体温吞得常常让人忘

了实际上身处数九严寒之中。

气候为什么会变暖？有人说人类

活动是罪魁祸首，有人觉得是生物吃
荤太多， 还有人怪罪于牛羊放屁太

多，建议培育“屁少的羊”。 不管究竟

是谁得为全球变暖担起最大的责任，

地球生物的统一行动总归没有错，而

人类有效的科技手段和科学自律，或
许才是减轻气候危机的一条出路。

一方面，气候并非和人割裂，而
是悄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实际生

活，因此，气候行动需要每一个人从
日常小事做起，少抽一支烟，少开一

趟车，少开一天空调，或许就能产生
你所不知的蝴蝶效应。另一方面，人

类还需要不断拓宽认知， 对全球是
否变暖、为什么变暖、怎么变暖进行

更全面的研究。 让科学发挥其推动

进步的功能， 用事实说服和促成所
有地球人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行动。

北海道的企鹅
马 丹

去年竣工 27台居全市第一

虹口区 4年加装电梯 69台
    春节临近，居民大多会买大包

小包东西频繁进出楼道。日前，家住
曲阳路 510号曲阳大楼的顾阿姨推

着电动车和一车兜的物品一起上
楼，结果被小区新安装的“梯控系

统”给拦截下来———电动车进入电
梯，电梯无法关门也不运行，轿厢里

的可视对讲屏同时发出“温馨提

示”：“尊敬的乘客，电动车乘梯属于
不安全乘梯行为，存在巨大安全隐

患，我们已将视频同步发送至物业，
请安全文明乘梯，谢谢配合！”

在曲阳大楼，电动车“乘梯上

楼”现象曾十分普遍。2018年 6月，

街道引入“智慧电梯”，安装了全市
第一套云梯智慧电梯管理系统，并

逐步为辖区内 200多台住宅电梯加
装该系统，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

数据技术来为居民安全出行护航。
不过，在实际使用中，却未能有效阻

止电动车上楼。去年 10月，街道推

出“电动车乘梯”拦截系统，利用图
像识别大数据技术，达到阻止电动

车上楼目的———电动车一旦进入，

电梯不关门、不运作，语音温馨提示

响起，同步传输视频至物业管理处。
记者在现场发现，这套系统对于电

动车的拦截效果称得上“百分百精
准”，而对于婴儿车、轮椅等其他代

步工具，则一律“绿灯”放行。目前该
系统已在玉四和东五居民区的 8台

电梯上升级安装。下一步，街道争取

在 2020年底前完成 100台电梯的
迭代升级，3 年内实现曲阳地区居

民住宅电梯全覆盖。
街道平安办主任诸战杰说，居

民把电瓶车推进楼道主要是方便充

电，防止被盗，但电动车私拉电线及
在楼道内充电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如何让居民安全停放非机动车，同

时又方便充电？曲阳路街道通过技
防物防改造、“周周转”社区微更新

等项目，累计对 83个车棚实施升级

改造，安装智慧防火充电桩 347台。

这些车棚配有数字高清监控设备、

智能充电桩及屋顶补漏、地面平整

画线等 21项内容，每个车棚都装有
消防器具。 本报记者 袁玮

电动车被禁“乘梯上楼”
“黑科技”助力楼道治理

    在仙霞路上刚建成开放的上海

市第一个档案文化社区体验馆里，
“70年，我们共同见证———光影记

录上海城市变迁”首展日前开幕，让

居民们在家门口感受新中国 70年

建设成果。
档案文化社区体验馆由上海市

档案馆与长宁区仙霞街道共同打

造，同时也是仙霞社区党群服务站。

这一档案文化体验馆将为社区提供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的公共空间，并提供展览陈列、书刊
阅读、文化服务等功能。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上海首个档案文化社区体验馆开放

教育新观察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