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吁的不仅是课间  分钟 毛丽君

新民眼

昨天，全国人大会议开幕。

一早，上海代表团乘坐大巴前往人

民大会堂。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开进春

天”的大巴上，盛弘代表（中）和顾祥林代

表（右）聊了起来。代表们肩负使命，满

怀信心和希望。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开进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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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从小顽皮好动，进入小学后，自然是
老师的重点“关照”对象。比如，喜欢在课桌上
乱涂乱画、自己的东西到处乱扔不收拾……对
于规则性或是孩子情绪管理方面的事，处理方
法上，老师和我基本达成一致，家校协同加强
规范和引导。
一天，收到老师留言，说儿子课间或者午休

时间常和几个同学一起跑到操场上去玩。起初
并没太在意，想着自己小时候，课间十分钟不就
是大家一起玩闹休息的时间吗？那首名叫《课
间十分钟》的儿歌里，不是唱着“让我们那握笔
的手指摸一摸皮球，让快活的叫喊冲出喉咙”
吗？直到老师为此事多次电话、短信与我沟通，
才特别留心起来。
老师提出建议：出于安全考虑，希望可以引

导大家课间留在教室，为了保护视力，不一定要
留在教室看书，可以带一些自己喜欢的益智类
玩具，老师也会组织一些类似课本剧表演的活
动，让大家在教室休息的时间更有意义。我理
解老师的用心良苦，但心里又不免感慨，失去课
间十分钟的，何尝只是学生？
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说这事？因为昨天在全

国两会热搜里看到“建议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学
生”的词条，还没仔细看内容，就产生了共鸣。
打开话题列表，发现已有多名代表、委员为

此发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
长陈伟志深入分析造成“课间10分钟消失”的原
因，呼吁从安全、减负等方面多措并举，规范学校
办学，将“课间10分钟”还给学生；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李静提出“保障
师生课间10分钟休息权益，加强教育生态优化，助
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厉彦虎则建议，适当延长中小学生课间时间，
因为“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是完全不够的，课
间10分钟，完全达不到锻炼和放松的目的”……
评论区有人疑问：“课间10分钟”这么小

的事，有必要放到全国两会上说吗？事实上，
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
民生话题都是代表委员重点关注的话题，而这
些话题的背后，大多是一个个普遍存在的社会
现象，都需要有人为之发声。
建议全面取消基层医疗门诊报销起付线、

建议优先对“90后”个人养老金账户发补贴……
虽然有些话题还值得讨论，但让认真履职的代
表委员建言，在踏实调研的基础上善言，让更多
民生关切的小事被看到、更多交锋的声音被听
见，从而推动更多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
回到消失的课间10分钟，我想，代表委员

们呼吁的并不仅是单纯的10分钟，而是健康
的教育生态。作为家长，我举双手赞成。

“一击而中”的建言 沈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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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的温暖 潘高峰

昨天的全国人大开幕会上，李强总理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数了一下只

有  个字，却让人感到格外温暖。

这句话就是“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之所以深有感触，是因为曾有过亲身经历。

两年前，我带着体检的片子，去一家三甲医院

看专家门诊。提前两个多星期预约，就诊当

天排了 个多小时的队，结果医生看了片子却

说看不清、吃不准。

当时医生给了两个选择：一是在自家医院

再做一个  ，二是去把完整影像资料用U盘

拷贝过来。这位医生是负责的，但对病人来

说，无论是连续检查对身体的危害，还是重新

预约耽误的时间，不管哪一种选择，都让人懊

恼。这还是在本地。上海的三甲医院有大量

不远千里赶来的求医者，一旦碰上同样问题，

付出的成本无疑更大。对于一些本就因病致

贫的家庭，无疑要增加更多不能承受之痛。当

时就在心里吐槽，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为什么

仍然不能打破壁垒，做到影像数据互通互认？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

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带来了一

份《关于加快推进医学影像“云胶片”应用的

建议》，呼吁加快推进医疗机构之间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降低

患者负担。当时看到这份建议，就在心里点

了一个大大的“赞”。这位来自医疗一线的代

表认为，通过云影像系统、“云胶片”的应用，患

者的医学影像资料可以存储在云端，医生可

以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随时查看、分析。患

者只需凭借一个二维码，便可在不同医疗机

构之间便捷地获取自己的医学影像资料，无

需再携带胶片。没想到的是，代表的建议尚未

提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了相应内

容。这说明国家一直在倾听民声民意。

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简单。

除了要加大对医疗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推动

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互认机

制，还要制定和完善好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患

者隐私和数据安全等。但相信有了开始，一

定会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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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廖昌永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美育教育需要家庭、

学校、社会共同去做。

教育，一定要重视

美育。去年年底，教育

部印发通知，全面实施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进

一步加强学校美育工

作，强化学校美育的育

人功能。申城的一些学

校，就将美术课放到中华

艺术宫去上。美育与智

育从来不是平行线，人民

教育家于漪认为，要以审

美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主张在教育教学活动

各环节实施美育。

青少年接受美的教

育，不能仅仅限于课堂，

而忽视了与日常生活的

关联。在这个方面，家

庭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家庭是孩子最初接触美

的地方，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家长要努力将家庭营

造成能让孩子充分感受爱与美的场

域，形成优良家风，使孩子在追求美

好生活中发展审美旨趣，塑造求真、

向善、爱美的完善人格。

发挥家庭美育的主体性作用，

离不开家校之间的紧密合作，也需

要社会为其提供肥沃的“土壤”。今

年春节，到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孩

子变多了，带着孩子的年轻家长也

变多了，民乐导赏以及与龙有关的

展览、手工体验等传统文化活动深

受欢迎。近年来，申城社会美育的

共识进一步凝聚，越来越多的专业

文化场馆和机构把社会美育作为重

要的工作内容来抓，让更多家庭看

得见艺术、与大师对话、提升艺术欣

赏能力。

家庭、学校、社会应以美育共识

为出发点，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在配

合中相互促进，发挥合力的最大效

能，最大程度放大美育的育人功能，

推动整座城市以文化人，与美同行。

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人民食集国潮

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品尝美食

的同时，还可通过电子阅报栏了解正在

举行的2024全国两会的最新信息。通过

文字、图片、视频和互动参与等融媒体形

式，市民游客可感受“互联网+”的两会。

图为年轻人在电子屏前点击互动了解两

会信息 特派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在王府井
“看”两会

两会期间，我时不时会被一些代表委员

的建言触动，觉得他们说出了大部分人想说

的话，或者他们的建议对群众来说太重要了。

比如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施华君的提案，

希望提高货车后保险杠的安全性。他的建议

来自专业数据：目前货车后保险杠合格率不

高于  %。他也一定像我一样，曾经目睹太

多惨烈的画面，而他想到了如何拯救更多的

生命。如果他的建言获得采纳并很好执行，

相信很多人会感谢他在    年的建言。

同样是车，我想起几年前全国人大代表

王安忆的呼吁：汽车前挡玻璃上的各种年检

证、保险标志大可去掉，既不美观也不安全。

当时我觉得她的提议太好了，我正为车窗上

的“牛皮癣”发愁呢！如今，上海的车主们一

定感受到了，我们再也不需要在车窗上贴任

何一张“合格证”了。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王丽萍说，希望关注老年人群体，出台人性化

政策。她特别提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手

机支付，希望优化线下服务，支持老人现金支

付。这不是一个新鲜事，我们都曾看到老年

人在柜台前手足无措的画面，但问题始终未

能改善。王委员在这样的舞台，为弱势群体

发出情真意切的呼吁，令人感动。

这两天刷微博，看到很多网友转发的，或

者成为热搜的，往往是与民之所呼、民之所望

密切相关的话题。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今

年提交了《关于减轻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负担的

建议》，他建议增设零缴费或低缴费参保档次，

建立连续缴费激励机制，收到网友点赞无数。

这样与群众共鸣、让人感到“一击而中”

的大会建言，正是人代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在这个场合，代表委员

们的声音会传得更广，效力也会更大。而我

同时又想，很多代表委员们恳切的呼吁，其实

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很久。如果我们的职能部

门，能够跨前一步，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关切

的普遍性问题，让代表委员们专注于国之大

者，那也是群众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