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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小学生乐享课间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贵州省贵阳市
花溪区花溪小学主校区，不少学生从教
室里鱼贯而出，来到操场上自由活动。低
年级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跳短绳，高
年级的学生则去打篮球、乒乓球。在贵州
省遵义市汇川区第一小学，课间10分钟，
也有不少学生走出教室，到操场上自由
活动。

在黑龙江、云南和内蒙古等地的一
些中小学，类似的场景也同样存在。

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湾塘小学，下课
铃声一响，操场瞬间被“激活”：女生盘起
腿跳“编花篮”，男生组队打三人篮球，乒
乓球台前，孩子们轮番上阵……

“我们要求所有孩子下课后必须出
教室，哪怕是喜静不喜动的女生，我们都
鼓励她们出去走走。”该校大队辅导员杨
清义介绍。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光明小学，学生下
课后来到运动场，按划定的区域分散开，
跳绳、踢毽子、玩老鹰捉小鸡……他们玩
得不亦乐乎，欢快的嬉戏声不断。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垣小
学，下课铃声刚刚响起，一位姓王的小朋

友就招呼上几位同学，来到操场上玩起
了扔沙包。

“我们几个人都喜欢玩扔沙包，一下
课就来操场了，抓紧时间玩一会儿。”王同
学一边玩着扔沙包，一边告诉记者，他所
在的学校没有规定课间不能出教室，也没
有规定必须出教室，一些喜欢安静的同学
下课后会去图书角看书。

多措并举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记者调查发现，担心学生课间玩耍
时出现磕碰等意外情况，进而遭受不必
要的麻烦，以及学校空间狭小等，是部分
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活动受约束的主要
原因。

困难摆在眼前，这些学校是如何解
决的？

花溪小学校长王卡说，该校4个校区
共有学生4500多人，其中主校区有学生
1900多人。为尽可能避免学生课间活动
时发生磕碰等意外情况，该校在加强学
生安全教育的同时，还安排值日老师在
操场和楼道巡查，提醒学生注意安全。

包头市钢铁大街第三小学则根据学
生的喜好设置一些游戏，帮助他们转移
注意力，避免他们在课间无序跑跳和打

闹。同时，该校还建立制度，让学生轮流
当“安全监督员”，激发和提高他们的自
我管理能力。“实现课间10分钟的安全管
理，既要理解学生，也要依靠学生。”校长
闫华英说。

闫华英也认为，要避免学生在课间玩
耍时发生意外情况，需要加强安全教育，教
会他们珍惜生命、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学生出现一些不安全行为的根本原因是
没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昆明市盘龙区新迎第二小学占地不足
9亩，是一所有名的“麻雀小学”，全校共有
学生1383名，一块仅有两块篮球场大小的
操场是学校唯一的运动场地。

记者在该校看到，课间到操场跳绳
的学生不在少数。校长武截斌说，该校自
1996年建校以来，历任校长都十分重视
体育运动。学校场地小，他们就因地制
宜，选择对场地要求不高的跳绳，作为学
生的主要运动项目。

2021年以来，这所位于闹市区的“麻
雀小学”已诞生5名世界跳绳冠军。

贵州省某小学副校长梁木（化名）等
人还指出，把校园安全风险排查等日常
工作做细致、做扎实，也能有效避免学生
课间运动时发生意外情况。

营造宽松包容的氛围

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儿童青
少年超重肥胖率增长明显。根据《儿童蓝
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1）》，我国
2010 年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为15.5％，
2019 年上升至 24.2％，10 年间增长了
8.7 个百分点。《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2020年）》则显示，我国6岁至
17岁和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
分别达到19％和10.4％。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说，
目前我国青少年的体质水平并不理想，
近视比例和肥胖比例都在增高，更需要
进行体育锻炼，保障课间锻炼的正常开
展是最基础的要求。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院长王宗平
认为，课间10分钟的设置非常符合儿童青
少年的身心发展，缺乏运动和锻炼是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等问题多发的主要原因。

受访对象介绍，中小学校确保学生
课间活动，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将心比心，一旦学生出了事就是无限责
任，学校也害怕。”王宗平说。

内蒙古一位学生家长认为，学生在校
园里玩耍时出现磕碰很正常，家长不能不
问缘由就举报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在
深入调查、厘清责任的基础上再进行问
责，“否则学校只有取消课间10分钟，最
终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学生”。

今年5月，杭州市教育局在答复杭州
市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第146号建议时
称，将开展关于校内文体活动中自甘风
险的研讨。同时，健全完善学生保险体
系，加强财政保障，实现全市中小校（园）
方综合保险投保率100％，在坚持自愿原
则的前提下，倡导家长购买学生（幼儿）
综合保险。

“我们需要明确，当学生在课余时间运
动时受伤或发生意外，应该如何认定责任，
减轻校方和家长的担忧，营造宽松的氛
围。”曲文勇说。 新华社贵阳11月8日电

八大目标任务提升群众就医
体验

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
经有 8000 多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接入
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20个省份超过
80％的三级医院已接入省级的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25个省份开展了电子健康档
案省内共享调阅，17个省份开展了电子
病历省内共享调阅，204个地级市开展
了检查检验结果的互通共享。

“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已基本建
成，省级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不
断完善，基本实现了国家、省、市、县

平台的联通全覆盖。”国家卫生健康委
规划司司长毛群安介绍。在此基础上，
攻坚行动提出普及推广电子健康卡、推
动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推广商业健
康保险就医费用一站式结算、推动电子
健康档案“跨省份查询”、完善国家及
省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立统
一的卫生健康信息传输网、推动医院信
息化建设提档升级、全力提升网络和数
据安全的防护能力等8个方面目标任务。

“要解决‘一院一卡、多卡并存、
互不通用’等就医堵点问题。”毛群安
说，这次攻坚行动以具体的应用场景为
驱动，以广大群众需求为导向，目标是
让公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各地积极推动卫生健康信息
互通共享

重复检查检验，是群众反映比较强
烈的问题。同时，由于技术、质量安全
等原因，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对检查检验
结果“不能认、不愿认、不敢认”。

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共有436项检
查检验项目实现互认，占高频检查检验
项目90％以上，基本覆盖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林杰介
绍，当地统一设计、建设了省市二级的
医学检查检验互认共享平台，打破信息
壁垒。同时，制定统一的互认项目目
录、项目编码和质控标准，提升区域检
查检验的同质化水平，提高基层医务人
员诊疗能力。此外，还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激励政策，消除医院顾虑。

据介绍，各地多措并举推动卫生健
康信息互通共享：北京市以预约挂号作
为切入点开展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突
出医疗、医保、医药3个应用场景，推
进系统集成和数据共享；甘肃省已建成
1 个省级和 14 个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全员人口、健康档案、电子病历、
健康扶贫、卫生资源五大基础数据实现
互联互通……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俊彩表
示，下一步将努力实现北京市所有三级
医院同质化预约挂号服务、检查检验结
果和医疗影像共享查询、医保移动支
付，让老百姓看病就医更便利。

强化医疗健康数据保护“防
泄露”

在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攻坚
行动中，一些患者担心个人信息包括疾
病数据等隐私信息被泄露。如何把握信
息互通共享和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

毛群安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
强化医疗健康数据保护“防泄露”，各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的、符
合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享场景的网络与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一些省份已实现电
子健康档案向居民本人提供实时授权查
询服务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信息的互通
共享。

林杰介绍，浙江省在“人”防上，
建立一支由首席网络安全官、网络安全
管理员、联络员等组成的专业化队伍；
在“物”防上，建设全省健康云、健康
数据高铁、健康数据中心和覆盖全网的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在“技”防
上，采用数据加密、人脸识别等技术手
段和防护措施，确保数据安全流转。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长周文策介
绍，目前医院信息系统与国家电子医保
凭证、医保人脸识别、电子社保系统的
对接已经完成，后续将提供更多的验证
方式。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检查检验结果如何互认？
医疗卫生机构信息这样“破堵点”

一年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
相关部门印发《“十四五”全民健
康信息化规划》，提出开展全国医
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 3年攻坚行
动。一年后，攻坚行动给看病群众
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国家卫
生健康委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
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保障学生课间10分钟正常活动，中小学该怎么做？

近期，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课间
10分钟被约束”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此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教育部将进一步
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国家有关
规定，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
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
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这一要求赢得诸多叫好，但如
何才能真正落地？记者就此进行了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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