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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将启动

能取消坚决取消，给校园减负！

一度“狂飙”的微短剧行业正迎来

“最严新规”。近日，抖音、快手、微信相

继公布微短剧备案细则，其中明确：微

短剧有备案号后方可播出。

  秒一个反转、  秒一个推进、最

后  秒再留个悬念……两分钟，对于一

部微短剧来说，就可完成跌宕起伏的剧

情，并受到网友的青睐。伴随着微短剧

的爆发式增长，其“虚火”也越来越旺：一

些机构为快速投放而粗制滥造、为博眼

球而格调低下，低俗、暴力，或者涉嫌抄

袭、“洗稿”等违规情况时有出现，这对健

康的创作生态和商业循环造成伤害，也

让此次微短剧备案格外受到关注。

微短剧“持证”播出，意味着强监管

时代到来，去“虚火”才会带来更多的机

遇。不久前，小米公司一则  万元找短

剧编剧的招聘信息，引发了网友讨论。

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甚至美

团上都出现了微短剧的身影。随着品牌

植入、营销等商业模式被打开，越来越多

的互联网公司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微短

剧不仅要有“微”的身材、“短”的时长，更

要有“剧”的品质。无论何时，内容为王，

精品为王，都是微短剧“火”的根本。从

这段时间来看，“微短剧+科普”“微短

剧+文旅”屡屡登上热搜榜。近日，微短

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带火”了一座城，让阿

勒泰景区、酒店等的订单量环比均有大幅增长。

微短剧不仅仅是更短的剧，到底要拍什么

新的内容才能够吸引用户？这就需要在微小

叙事中承载更多深度之思，培育更为精细化、

专业化的创意生产，真正把故事讲好，特别是

把好故事讲好。在严监管和强品质的双轮驱

动下，微短剧才会更“火”，进一步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垃圾分类，如

何深入市民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小手牵大

手”是很好的途径。徐汇区日前启动“首屈

一‘纸’，低碳校园行”年度回收活动。

徐汇区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区绿化

市容局借助教育资源，已启动开展“首屈一

‘纸’，分类‘童’行”活动。“旧玩具、旧文具、

旧衣物和旧书报是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和学

习中常出现的旧物，我们鼓励他们做好这

四类物品的收集。每季度，我们都会前往

小学开展分类回收活动，并对做好收集的

小朋友奖励新文具，对他们产生正反馈和

获得感。”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

曹丹俊介绍，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接了47

所小学，希望能通过这一系列活动，通过孩

子带动家庭巩固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据悉，结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徐汇区倡

导垃圾分类工作从娃娃抓起，通过可回收

物“进学堂”、“汇美先锋”志愿服务队进小

学等系列活动，讲解分类知识、开展废纸回

收，引导学生从小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并通

过“小手牵大手”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

据介绍，徐汇区今年将从多个方面进

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首先是源头减

量，尤其是对快递包装、外卖包装等面临较

大减量压力的物品进行控制，力争将全区

干垃圾量控制在日均830吨以内。

其次，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今年将完

善可回收物“点—站—场”体系，布局39个

惠民服务点，让市民在“15分钟生活圈”中

就能找到卖废品的地方。同时，开展每周

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的上门回收进社区活

动，鼓励居民定向收集废报纸、饮料瓶等进

行回收再利用。

此外，还要持续强化志愿服务，健全

“1+13+X”区—街镇—村居志愿服务队伍联

动机制，鼓励各街镇打造具有辖区特色的

志愿服务品牌，在全区范围内持续广泛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

鼓励学生开展旧书报旧玩具回收
“首屈一‘纸’，低碳校园行”年度回收活动启动

小麦次第成熟，风吹麦浪一片金黄。金山区枫泾

镇已开启夏收序幕。麦田里，机手驾驶收割机穿梭于

田间，进行着小麦收割作业，农民们在地头装载收获的

粮食，一派繁忙景象。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小麦熟了 夏收启幕
今日论语

“呼——”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00后自

然老师丁冯诚装扮成科学家的样子，吹出一

个大肥皂泡泡。孩子们戴上“魔法手套”，脆

弱的泡泡仿佛有了“护身符”，可以在手里弹

来弹去，玩上好久；矿泉水瓶对半剪开，拧开

瓶盖，放进两个乒乓球，再注入水，小手抵住

瓶口，上面一个球竟然弹了出来！绿色、黄

色、橙色……在酒精的作用下，铜、钠、锂、硼、

钙、钾、锶等7种不同粉末被点燃，发出彩色火

焰，映照在实验操作员、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小

学男孩傅一峻的护目镜上。

孩子们眼中的光，来自科学的魅力。今

天上午，第二十一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在上海

展览中心开幕。围绕“科学引领未来，教育助

力强国”这一主题，来自本市各区的多所中小

学集中亮相，展示了今年来科学教育新妙招。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是全国

科学教育实验校，这学期，一间“丽园科学会客

厅”在学校二楼和孩子们见面了，今天在展会

现场“复刻”。在这间会客厅，一张张互动大屏

从来不是摆设和玩具，而是实打实地激发着孩

子们的探索欲。一台大屏成为创意画板，鼓励

孩子们把普普通通的圆，千变万化出各种图

案。另一台大屏激发着孩子的好奇心，孩子们

自主选择大米种类以及米与水比例，寻找智慧

烧饭方案，并在现实生活中试一试。校长虞怡

玲介绍，这是孩子们展开的一项“一粒米的研

究”，大家认真调查了不同品种大米的长度、重

量、特性等，完成探究手册，并为大米设计新包

装，让“烧饭”这件事情变得有趣又有意义。第

三台大屏随机出现各项科学知识问答。原来，

学校里要建一个“玩具再生工厂”，鼓励孩子们

将玩具按类拆解、改装重组，让它们焕发新

生。在动手之前，了解关于电路、机械方面的

基础知识，才不会瞎折腾！

在申城中小学校园，老师们用教育智慧，

让科学不只有“高大上”，变得可触可及。今

年3月起，上海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的

小丁老师成了蓬莱路二小孩子们心中的“大

明星”，每天中午，“丁老师科学实验室”准时

开张，用乒乓球、水杯、气球等最寻常的物件

做小实验，把“表面张力”“摩擦力”这些小学

生眼中高深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个形象直观

的实验现象。

在华理大附小，诸如焰色反应这样的科

学小实验被录制成微课程，在华理学区和学

校的公众号上进行展播；有科创特长的孩子

们则成为“花栗讲堂”的小讲师。“我们要为学

生打造一个爱问校园。”校长张黎敏说。

向明初级中学附属崇明区江帆中学绿意

盎然。指导教师陆美琴告诉记者，在这座生

态岛上，一场“屋顶奇遇稷”在教学楼顶上演

——同学们通过模块种植播种培土，植物生

长过程则通过数字系统实时呈现。两幢教学

楼之间的连廊打造成了“绿海连廊”，物联网

自动灌溉系统、AR植物研学工具助力同学们

根据二十四节气研究植物生长规律。

据悉，本届教博会5月24日至26日为线

下展，同期线上开展并持续至6月底。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寻常小物件也能让科学“高大上”
第二十一届上海教育博览会上午开幕，科学教育新妙招集中展示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微信打卡、网络

投票、信息统计……名目繁多的评比、比赛和

活动让很多中小学师生不堪其扰。这一情况

有望得到遏制，“能合并的尽量合并，能取消

的坚决取消”。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根据市委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通知，本市

将启动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为中

小学教师减负。到2024年10月，将构建起社

会事务进校园统筹制度，清理一批与教育教

学无实质性关联的任务，压减合并面向中小

学师生的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建立社会事务

进校园“白名单”。

根据安排，本市将制订本市社会事务

进校园准入标准，建立社会事务进校园审

批报备制度和长效管理机制，遏制社会事

务随意进入校园及其存在的形式主义现

象。凡是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宣传不

良价值导向以及含有商业行为的活动，一

律纳入清理范围，从源头破解社会事务随

意进入校园问题。

根据通知，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维护稳

定、扫黑除恶、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禁毒防艾

等专项工作以及文明、卫生、绿色、宜居、旅

游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原则上每学年不

超过1次，由教育行政部门严格统筹安排，

其中已融入教材和日常教育教学的不再单

独安排进校园。上海将精简检查评比，严

控进校园检查、评比、考核和校园创建活动

总量和频次，能合并的尽量合并，能取消的

坚决取消，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等

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等方式替代

实际工作评价；严格限制和规范抽调借用

中小学教师行为，对借用中小学教师参与

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任务的，须报各区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备案，未经区教

育行政部门同意，不得要求中小学教师承

担与教育教学没有实质关联的调查测评、网

络投票、普查统计、信息填报等工作。

专项整治工作5月下旬启动并设立意见

征集和投诉举报邮箱（mishuchu@shec.edu.

cn），欢迎师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和

监督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工作。

【重点整治事务】

■ 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未

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同意进入校园，要求

学校出人出场地开展相关工作等问题。

■ 向学校、师生、家长摊派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任务，要求承担与教育没有实质关联

的调查测评、网络投票、普查统计、信息填报

等问题。

■ 要求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场所

开展相关工作或从事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

等问题。

■ 要求师生、家长关注微信公众号、下

载安装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应用程序（   ），通

过各种与课内教学无关的学习平台阅读、打

卡、答题等问题。

■ 面向学校、师生开展的各种检查、评

比、考核等事项过多、频率过高、交叉重复、布

置随意、过度留痕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