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飞 3 小时到云南昆明，再飞
1 个小时到西双版纳州，再开 1 个小时
汽车到勐海县，还要再绕 3 个小时的山
路才能到达布朗山乡曼诺教学点。这段
直线距离近 3000 公里、耗时 8 个小时
的行程，在曼诺教学点老师王海军的手
里，不过是按一下遥控器按钮的工夫：
一按，一位远在北京的老师就会在电视
里教学生朗读课文，学写生字笔画顺
序；再按，视频暂停，王海军会领着学
生们巩固所学。如果是别的课，电视里
也会相应变换其他学科的老师给孩子们
授课。

努力开齐国家规定课程

这些“电视机老师”是王海军的新
同事。作为曼诺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在
孤军奋战了 16 年以后，2013 年 9 月，勐
海县为全县所有的教学点都装配了包括
电视机、电脑、音箱、教学视频等在内
的数字教学资源，曼诺教学点的活动板
房教室里，从此响起了标准的普通话和
动听的音乐。

使用视频教学大大减轻了王海军的教
学负担，也提高了教学质量。王海军说，
他毕业于云南景洪师范学院，在学校虽然
学习过各门课程的教学，但却不可能教好
每一门课。“我教语文还可以，数学马马
虎虎，音乐、美术、思想政治就只能按着
书本念了。”有了教学视频之后，王海军
备课、授课的压力小了很多，学生们的单
科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这些电视机老师来自 2012 年底由教
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的“教学点
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这个项目

旨在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中确
需保留和恢复的教学点配备可接收数字
教育资源并利用资源开展教学的基本硬
件设施，通过卫星或互联网等方式，为
教学点配送数字教育资源，并组织中心
校帮助教学点利用项目设备与资源开齐
开好国家规定课程。

两年多来，“电视机老师”不仅走进
了云南的乡村教学点，还走进了全国 6.4
万个乡村教学点。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桃花沟教学点仅
有一名 55 岁的老教师，通过培训，利用
项目设备与资源为 3 个年级、7名学生开
齐了国家规定的全部 8 门课程，告别了

“一间屋子一块板，一张桌前站一年；一
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开嘴说一天”的历
史。安徽在全省推广在线同步课堂，探
索“一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等应
用模式，首批 25 个县约 777 个教学点都
实施了在线课堂，帮助教学点开齐开好
国家规定课程，真正实现了让山里娃娃
与城镇学生同上一堂课。

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处处长张拥军介
绍说：“项目实施以来，乡村教学点音
乐、美术、英语等课程的开课率得到大
幅度提升，有 4.4 万个教学点开出了项
目实施前因缺少师资无法开出的国家规
定课程，5.3 万个教学点开齐了全部国
家规定课程；还有 17 个省份为条件较
好的 1 万个教学点开设了专递课堂，就
是由城里的老师通过网络为教学点学生

实时授课，真正实现了优质师资资源的
共享。”

教师熟练使用是关键

“这套系统好是好，但还是有点复
杂，我们不太会用啊。”布朗山乡阿克教
学点老师张仁荣和李桂英是一对夫妻，
年 近 半 百 的 两 人 已 经 在 这 里 教 学 20
多年。

他俩对数字教学系统的操作显然没
有王海军熟练。在一堂音乐课上，李桂
英因为不会放大页面，使得电视机显示
的乐谱太小，学生们看不清，她干脆给
孩子们打印了歌谱，一人一份。不过，
李桂英说自己有问题就给用得好的同事
打电话请教，县里也经常组织培训，现
在他们使用设备进行日常教学没有问
题，效果也比单靠自己讲课好得多。

勐海县教育局副局长王保卫告诉记
者，像张仁荣和李桂英这样的情况很普
遍。这些老教师过去没有接触过电脑，
学起来比较慢。因此，县里对教学点、
乡镇中心学校以下教师开展因地制宜的
培训，从最基础的开关机、键盘、鼠标
练习开始教，使教学点所有教师都基本
能操作使用设备开展教学。

为了提高老师们的操作水平，勐海
县还组织了多次数字教育资源课堂教学
竞赛，教学点老师在竞赛中互相学习，
效果甚好。“通过这两年多的培训，现在

全县的乡村老师都能熟练使用数字设备
进行日常教学。”王保卫说，“我们这里
绝对没有设备积灰睡大觉的现象。”

“勐海的条件比较差，很多地方没有
网络不能使用直播教学，也用不起电子
白板。但他们利用电视机教学，同样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张拥军认为，教学点
项目应该强调持续应用和教学效果，而
不是硬件配备。他表示，从项目执行情
况来看，“用”的目标基本实现，“用”
的效果也已经显现。

据统计，在 28 个项目省份中，有
25 个省份在中央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又安
排了配套资金共 3.5 亿元，有 22 个省份
在教育部提供的建议实施方案基础上结
合自身实际对方案进行了升级；通过项
目实施，2.5 万个教学点接通了互联网，
其他教学点可以通过卫星接收等方式接
收数字教育资源；项目还为教学点配备
了多媒体教学设备 6.3 万套；对 34.5 万
名教学点教师进行了全员专项培训，使
教学点老师具备了基本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72%的教师已应用项目配备的设
备和资源开展教学。

“实施两年多来，数字教育资源全覆
盖项目有效地满足了近 400 万偏远农村
地区的孩子就近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
张拥军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补足中西
部地区农村学校和教学点信息化基础设
施的短板，加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
发、共享与应用。

" 电 视 机 老 师 " 来 了
——探访“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乡村教学点

本报记者 佘 颖

本报讯 记者吴佳

佳报道：国家卫计委日
前发布 《中国居民营养
与 慢 性 病 状 况 报 告

（2015 年） 》，分析评
估了 10 年来我国居民
营养和慢性病状况的变
化。报告指出，10 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和卫生服务水平的
不断提高，我国居民营
养水平和健康状况不断
改善。与此同时，人口
老龄化、城镇化、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不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等 因
素，也在影响着人们的
健康状况。

报 告 显 示 ， 10 年
间，我国居民膳食营养
状况总体改善，2012
年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能
量 摄 入 量 为 2172 千
卡 ， 蛋 白 质 摄 入 量 为
65 克，脂肪摄入量为
80 克，碳水化合物摄
入量为 301 克，三大营
养素供能充足，能量需
要得到满足。与 2002
年相比，成人营养不良
率为 6.0%，降低 2.5 个
百分点。儿童青少年生
长迟缓率和消瘦率分别
为 3.2% 和 9.0% ， 比
2002 年降低 3.1 和 4.4
个百分点。但农村老年
人的营养不良率仍然较
高，城市青年女性的营
养 不 良 状 况 有 加 重 趋
势。在儿童青少年群体
中，消瘦仍然是 6 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主要的营
养不良问题，大城市、
中小城市、普通农村和
贫困农村依次加重。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表示，消瘦、贫血、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等问题需要高度关注。目
前，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研究推动营养立法，将营
养改善工作纳入各级卫生计生政府部门的职能，全
面推动营养改善工作。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计生监察
专员常继乐指出，目前我国居民在营养方面存在两
种情况，一方面，营养不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还
有相当一部分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不良；另一
方面，营养过剩问题严重。

监测发现，我国居民超重肥胖问题凸显，全国
18 岁及以上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重分别为
66.2kg 和 57.3kg。全国 18 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为
30.1%，肥胖率为 11.9%，比 2002 年上升了 7.3 和
4.8 个 百 分 点 ， 6 至 17 岁 儿 童 青 少 年 超 重 率 为
9.6%，肥胖率为 6.4%，比 2002 年上升了 5.1 和 4.3
个百分点。不论成人还是青少年，超重肥胖增长幅
度都高于发达国家。而超重肥胖是引发高血压、糖
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许多慢性病的重要因素，儿
童时期的肥胖对健康的影响往往会持续到成年期，
因此，加强对儿童超重肥胖的防控尤为重要。此
外，我国居民膳食中，谷类、蔬菜类相对欠缺，但
脂肪摄入量明显增加，居民脂肪类饮食已经超过
30%，而食物营养指南推荐的标准是 25%至 30%，
已经超过上限很多。

报告还显示，2012 年我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
为 533/1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 86.6%。心脑血管
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死因，占总死
亡的 79.4%，其中心脑血管病死亡率为 271.8/10
万，癌症死亡率为 144.3/10 万 （前 5 位分别是肺
癌、肝癌、胃癌、食道癌、结直肠癌），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死亡率为 68/10 万。经过标化处理后，除
冠心病、肺癌等少数疾病死亡率有所上升外，多数
慢性病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在各种慢性病中，高血
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全国 18 岁及以上
成年人中的患病率分别为 25.2%、9.7%和 9.9%，
癌症发病率年平均增长约 4%，2013 年发病率为
235/10万。

对于慢性病的危险因素，王国强分析，吸烟、
过量饮酒、身体活动不足和高盐、高脂等不健康饮
食是慢性病发生的主要因素。此外，慢性病的发生
还与经济、社会等多方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随
着生活质量和保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
断增长，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我国慢性病患者
的基数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慢性病患者的生存期在不断延长。专
家表示，对慢性病的发展趋势，应当通过健全服务
网络、完善全程监管等方式加强防控。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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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机老师”帮助下，云南

省勐海县布朗山乡曼诺教学点教师王

海军给学生们教授语文。

乡村教学点是我国基础

教育的末梢。我国现有教学

点 8.6 万个，其中很多都只有

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他

们的课怎么上？学生们能否

学 到 教 学 大 纲 里 要 求 的 内

容？近日，记者跟随教育部

“走进今日教学点”活动组，

对云南省实施“教学点数字

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的多

个乡村教学点进行了走访。

6 月 16 日上午 9 点半，江西省南昌市
东湖区小金台社区 3 号庭院里，社区“民
生 议 事 堂 ” 又 开 堂 了 。 这 次 ， 议 事 堂

“议”的是居民在楼顶私搭乱建存在隐患
的“案子”。

“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提、尽管
说，我会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议事
堂”由社区主任唐惠萍主持，“原告方”小
金台社区3号庭院的居民代表和“被告方”
私搭乱建的宗月华大姐被请到现场入座。

“我先说，小宗家屋顶的违章搭建已
经有 20 多年了，风吹日晒，原来的油毛
毡早已破损，现在改用石头压着，万一
碰到大风大雨，吹下来砸到人怎么办？”
楼栋长凌苏第一个发声。话音刚落，龚

桂英老人便站起身来说：“是的，去年我
就被她家老化掉落的雨棚砸中，幸好没
有大碍。”“违章搭建的屋顶都倾斜了，
估计都是堆放杂物造成的”、“我们经常
在 院 子 里 摘 菜 、 乘 凉 ， 屋 顶 一 日 不 清
理，心里一日不踏实”⋯⋯左邻右舍你
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看法。

“好的，大家的意见我都收集了，大
姐您也表个态吧。”唐惠萍拉了拉宗月华
的衣袖。“拆，一定拆，下午就动手。”宗
月华大姐有点儿不好意思。

当天下午，在社区干部和左邻右舍的
帮助下，堆放在五楼屋顶的杂物很快被清
理得一干二净。“过几天，我就会请师傅
到现场把顶棚拆掉。”宗月华向邻居们保

证。而邻居们也不忘向宗月华竖起大拇指
点赞，这个让 3 号院居民烦心已久的安全
隐患终于消除了。

“过去，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邻
里之间会相互关照，甚至谁家有好事都会
跟邻居一块儿分享，有难事邻里也会帮着
一道儿化解。”百花洲街道党工委书记付
振海说，随着城市的发展，老百姓走出四
合院和平房，住进了单元楼。生活条件变
好了，曾经的邻里情却变淡了，甚至有的
连门对门的邻居都互不相识、鲜有交集，
打交道往往还是因为矛盾和纠纷。

去年开始，东湖区要求社区把“会议
室”搬到庭院里，变“坐堂办公”为“走
出去征求民意”，通过政府牵头、居民自

治的方式，帮困解难、融洽邻里关系：南
湖路社区通过“庭院理事会”，解决了一
批邻里间噪音申诉和小区卫生问题；上营
坊社区通过“楼栋议事会”，消除了居民
间的分歧，最终同意共同出资安装单元门
⋯⋯一年来，东湖区已经开展不同形式的

“社区庭院会”共计 140 场，收集居民意
见 332条，实际解决问题 286件。

除在辖区推广“社区庭院会”模式
外，东湖区还积极打造“楼栋全家福”，
通 过 召 集 楼 栋 、 庭 院 居 民 拍 摄 “ 全 家
福”，晒照片、晒和睦，让新老居民从陌
生到熟悉，也给“互不买账”的邻里一
次当面沟通、消除隔阂的机会。

“我们还通过网络、微信等平台，发
起了‘十大东湖最美人物’评选和‘我
为身边好人点赞’等活动，吸引了超过
10 万居民参与投票。”东湖区委宣传部
长夏小兰说，邻里间和睦相处是社区建
设的基石，而基层要做的就是拉近邻里
间渐行渐远的距离，引导居民不要自顾
自，改变冷漠多交流。“只有大家热络起
来，相处才能融洽起来，社区生活才能
和谐起来。”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探索和谐社区建设新模式——

“ 民 生 议 事 堂 ”拉 近 邻 里 情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李 旸

每年 7 月初至 8 月中旬旅游旺季，在内蒙古室

韦口岸都会举办为期一个半月的中俄界河大舞台。

日前，以“同饮一江水，演绎两岸情”为主题的第

四届中俄界河大舞台拉开序幕。为保障游客安全，

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官兵及时向游客介绍边境管理

规定，并帮助维持旅游和演出现场秩序。

王海涛摄

6月 24日，一场特别的健康教育课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贾塘乡黄坪
小学举行。同学们拿着统一发放的牙膏、
牙刷、洗脸盆等，兴致盎然地跟着志愿者
老师学习如何正确刷牙及其他日常健康好
习惯。而在小学大门右侧，一间崭新的卫
生室刚刚建成：档案柜、药品柜、器械
柜，身高体重计、血压计、听诊器等一应
俱全⋯⋯它将在未来帮助黄坪小学所有同
学健康成长。

长期以来，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中小
学卫生室建设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学校没

有卫生室和专业的保健医生，少数配备卫
生室的学校也存在硬件不齐、设备老化、
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低等问题。这些地区的
学生很难得到定期的全面体检。近年来，
随着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大批农村留守
儿童寄宿在学校，学校更成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群体性传染病的易发高发场所。

学校卫生室建设，尤其是贫困地区学
校卫生室建设一直受到国家重视。1990
年发布的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提出，城
市普通中小学、农村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
应按学生人数 600:1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

技术人员。学生人数不足 600 人的学校，
可配备专职或兼职保健教师。2014 年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规划 （2014—2020 年）》，提出“寄宿
制学校或者 600人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要
设立卫生室，配备人员器材”。

黄坪小学新建成的卫生室，就是由中
脉道和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共同发起的“朝阳计划”的成果。
据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主席周希俭介绍，

“朝阳计划”项目计划在 5 年之内，在中
西部贫困地区建设 2000 所卫生室，并为

每个学校配备一名校医，预计受益儿童将
超过 100 万人。而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已经有 625 所“朝阳卫生室”在黔、
陇、宁、滇、赣、鲁 6省区 29县落成。

为保证学校卫生室发挥出最大作用，
“朝阳计划”将在硬件、软件及健康理念等
方面提供支持：捐建学校卫生室；组织医学
专家为每所医务室免费培训一名校医；对
学校师生开展健康教育等。同时，“朝阳计
划”还特别为卫生室配备了电脑，据中脉道
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建仑介绍，他们将
为学生建立健康档案数据库，并将这些数
据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作决策参考。

学校卫生室建设涉及教育、卫生等多
个部门，需要多部门协作、共同推动。专
家呼吁，相关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责任，
并发动更多力量参与，让更多贫困地区的
学生享受到全面的健康保障。中国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刘峰岩表示，希望在“朝阳计
划”的推动下，有更多爱心机构、人士来
关注、解决乡村儿童健康问题。

“朝阳计划”将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建2000所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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