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有关评测纳入教委和学校管理考核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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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教融合 破解创新堵点

提升中小学生睡眠质量

    年  月   日，我国第一
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
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揭幕典礼
隆重举行，开启了我国原子能事业
的新纪元。

我建议将每年的 月  日设
立为国家“核科学日”，并以设立“核
科学日”为起点，普及核能知识，铭
记核工业创业初心，以奋进之姿永
葆强核报国之志，以躬身之为锻造
成事之功，共担祖国核事业这项光
荣使命，共圆核强国这个宏伟梦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核工业逐
步发展壮大，铸就了“两弹一艇”惊世伟
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我国国
防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
了以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为代表的
一大批科学家，形成了伟大的“两弹一
星”精神和“四个一切”核工业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和核工业精神
继承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彰显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设立国家“核科学日”，有利于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
励当代中华儿女爱祖国、爱科学，不
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
创造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核工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石，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我国核领域
要率先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
跨越，切实担负起支撑国家战略的
历史责任。设立国家“核科学日”，
让所有的核工业人和核科学工作者
能够拥有自己的纪念日，将激励核
工业人和核科学工作者敬业爱岗创
新求索，教育广大青少年崇尚科学、
热爱科学，让核能更好地造福人民
大众，提升我国核能全球竞争力，续
写我国核科技事业的辉煌篇章！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科技

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表示，在工程硕士、工

程博士学位学生的培养上，教学不能简单上

理论课，而要开发更多面向这些学生的实践

课程，比如可以参与一些团队项目等，让他

们融入更多企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创新的实

际环境。

让科研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不

仅需要“从 到 ”的科研努力，而且需要“从 

到  ”的久久为功，将科研创新与企业应用等

要素集聚在一起，从而形成闭环。从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    年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报告》中可知，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总

体产出持续增长，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

名世界第二，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现

在的科技创新能力、原创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从大学和研究院所产生的新技术，其成熟

度无法直接产业化。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

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

主任司徒国海表示，要把科技真正转变为生

产力，需要加强培育懂技术、懂产业的人才。

“从 到  ”的跨越，需要加强培育懂技

术、懂产业的人才。通过产教融合，让学生毕

业后能直接投入企业的科创工作中，将有助

于破解创新“从 到  ”堵点。    年“零号

湾”在紧邻上海交通大学的西北角启动建设，

最初的“零号湾”实现“从 到 ”的跨越。经

过不断优化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切实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目前，“大零号湾”已

建成投用高能级科创载体  个，入驻硬科技

企业    余家，一大批创新中心和成果项目

相继落地，实现“从 到  ”的创新驱动、能级

释放。

“从 到  ”可能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这就需要

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在全国人

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看来，需

要用好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文教融合、体教

融合等“催化剂”，推出更加科学的设计、更加

灵活的机制，让相关部委、单位、行业、科研机

构、企业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

产学研一体化、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

破解创新“从 到  ”堵点，既要有技术

“催化剂”、也要有项目“加速剂”。通过深化

产教融合，激发社会各方潜能，持续提升科创

策源能力，打造创新“核爆点”，实现更多“从 

到  ”的全过程创新突破。

两会快评

方 翔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龄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养老服务已经成为关系

千家万户幸福指数的重要民生议题。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秘书

长张晓敏建议，推动家庭、社区、机构养老服

务融合发展，并加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认

知症照护服务方案。

通过调研，张晓敏委员发现，受居住环

境、经济水平、身体状况、家庭条件等多方面

影响，养老服务需求日渐呈现多样化、差异化

发展趋势。老年人通常患有多种慢性疾病，

心理状况也不稳定，对日常护理、医疗康复、

精神抚慰等专业需求非常强烈。但与之相对

应的，是社区和养老机构专业人才匮乏。尤

其是在认知症照护领域，缺少认知症健康教

育规范，更未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科学系统

方案。

张晓敏委员建议，改进养老服务体系，加

强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加强

统筹规划，在设计初期，将日间照护中心、长

者照护之家等面向社区开放的短期服务项目

纳入养老机构建设规划；制定优惠政策，支持

美誉度高的品牌养老机构开展社区养老服

务；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社区养老机构自身造

血能力。同时，提倡低龄健康老人服务高龄、

失智、失能老人。做好志愿者群体的监督管

理工作。

在完善服务内容，丰富差异化、特色化服

务项目方面，张晓敏委员表示，可以搭建养老

工作信息平台，将老年人、政府、社区、医疗机

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纳入进来，在充分保障

老年人基本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按照不同需

求进行分层、分级，为孤寡、失能、重度残疾、

高龄老年人等群体提供助餐、助浴、日托、全

托等多项保基本服务，为有多样化需求的老

年人群体提供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新型养

老服务项目，并制订动态管理清单。

张晓敏委员强调，要加强认知症照护，大

力推进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工作。他

建议，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利用社区闲置房屋

改建适合认知症老人的日间照护中心；鼓励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以认知症照护为主体的养

老机构；大力培育认知症照护、康复方面的专

业人员。同时，依托专业养老机构，开展认知

症照护探索研究，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照护服务方案。为回应人民对科学化、规范

化、可信赖的高质量养老服务的强烈需求。

本报记者 方翔 江跃中

养老服务需要家庭社区机构共同推动
委员：加快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认知症照护服务方案

孩子睡眠时长仍未达标
张恩迪委员介绍，2019年，我国在健康中

国2030目标重大行动第八条中明确提出：“确

保小学生每天睡眠10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

时、高中生8个小时”。“但时隔3年，中国睡眠

协会发布《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

示：中国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长

为7.65、7.48、6.50小时，距离健康中国2030目

标10、9、8小时仍有显著差距。来自《中国国

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的另一组数

据也提示了相同的结果，95.5%的小学生、

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睡眠时长未

达标，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均受到影响。”

提案分析认为，睡眠不足和睡眠紊乱，会

干扰机体正常的发育过程和功能的发挥，导

致注意力缺陷、记忆力和理解力下降。在我

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5％的儿童被发现有

日间嗜睡问题，他们中罹患肥胖症、哮喘、焦

虑和抑郁等疾病比例较高，并伴有夜间入睡

困难、睡眠质量差的问题。睡眠维持障碍与

注意力不集中和学习自觉性差相关，由此造

成的学习成绩不佳也会导致患者社交受挫。

睡眠问题对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

健康、社会人格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多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2021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教师要

关注学生上课精神状态，对睡眠不足的，要及

时提醒学生并与家长沟通”。

目前，政策制定部门、老师和家长对睡眠

障碍的改善方法，普遍停留在“多睡”。但张

恩迪注意到，实际上，一些睡眠问题实际已是

疾病，却未被重视。常见睡眠问题有失眠、睡

眠时相延迟障碍、过度睡眠等，如一些过度睡

眠疾病，表现为在安静环境中难以抗拒的睡

眠来袭、在睡前出现“入睡幻觉”、入睡后的

“睡眠瘫痪”，严重时，患者会在剧烈的情绪波

动时，出现腿软情况，甚至失去意识。他表

示，“睡眠问题界定，需要教师、校医和家长具

备一定睡眠疾病的常识，也需要医疗机构匹

配相应的专科诊疗能力，对患者进行及时、正

确、有效的诊治。”

落实定期睡眠质量监测
张恩迪建议加强和落实定期睡眠质量监

测，将中小学生睡眠质量评测，纳入各级教委

和中小学校管理考核的范畴，参考国际通用

的DSM-5等指南科学设计睡眠问题筛查问

卷，落实定期评测，科学化管理。

提升义务教育体系对睡眠障碍的重视程

度。对中小学教师、校医等关键人员进行睡

眠障碍相关知识尤其是青少年睡眠知识的

培训。

重视公立医疗机构睡眠学科能力建设，

加强和完善各大三甲公立医院的睡眠中心、

睡眠门诊的设施投入和能力考核，提升相关

疾病的诊疗能力。

提升疾病干预的水平和保障能力。对睡

眠相关领域的新药给予研发补贴、注册审批

加速、医保准入绿灯等方面的积极政策扶

持。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我国中小学生睡眠质量现状堪忧，问题已久。”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张恩迪
在提交全国两会的一件提案开头，就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他建议采取将中小学生睡
眠质量评测，纳入各级教委和中小学校管理考核的范畴等举措，进一步提高和保障中小学生睡
眠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