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5月23日从山东省民政厅获
悉，山东连续 3 年以高于 10%的幅度
提高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已
有4.9万人被纳入保障。

在山东，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
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
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目
前已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367元、1893
元、1528元。

孤困儿童是最需要关爱保护的
群体，孤困儿童保障是基本民生保障
的重要方面。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
新闻发言人张孟强在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 23 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山东建立完善孤困儿童分类保障
制度，以及基本生活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物价补贴联动机制、主动发现机
制，及时跟进保障服务措施，兜牢孤
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网。

据新华社济南5月23日电

小心这些涉中小学的招生“套路”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强
调，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成果，科
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规范报名信息采集，
健全有序录取机制；不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试
选拔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
书、培训证明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

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多所学
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信息；在广
州，一些校外机构组织小升初“秘考”，采取线上
报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399元……新华社记
者调查发现，中小学招生季临近，一些个人和商
家通过煽动焦虑情绪、虚构身份、捏造事实等方
式，误导、欺骗家长和学生，牟取不法利益。

山东连续3年提高
孤困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

5月22日，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岱
山街道梨园南社区老年食堂，工作人
员给老年人盛饭菜。

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围绕养老服务，积极推进社区食堂建
设，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的“小食
堂”里享受到热气腾腾、经济实惠的
饭菜。目前，青云谱区社区老年食堂
已开业4家，针对60岁以上老人用餐
有不同程度优惠，其中90岁以上老人
可免费用餐。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江西省南昌市
家门口“小食堂”
让老人尽享“暖心饭”

以虚假信息煽动放大“教育焦
虑”的几种“套路”

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布胡编
乱造的“牛校”“渣校”排名，误导公
众。北京市东城区一所中学负责人
告诉记者，“网上一些广泛传播的学
校排名榜中，有些存在高考成绩数
据错误，还有些连学校名字都是错
的。”记者发现，有的粉丝量较高的
房产中介公众号将自己包装成所谓

“升学专家”，编造虚假的学校信息
骗取用户高额咨询费。

记者发现，某博主发布“幼升小
牛娃配置图”，分出所谓“普娃”“牛
娃”“超牛娃”三个档次。其中所谓

“超牛娃”据称是语文识字量超过
1500 字、拼音熟练，背诵、复述 300
字故事，看图说话有情节有逻辑；数
学会计算乘除法，“奥精+”；英语能
熟练对话、运动拍球跳绳熟练、“百
科知识”懂很多。“对幼儿阶段而言，
这些要求显属超前学习，严重违背
孩子身心发展规律。”一位资深小学
老师提醒。

甚至还有人通过捏造不实招生
信息吸引流量。不久前，北京市民
郭某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
西城区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
历投递的不实信息。该行为干扰了
相关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不
良影响，郭某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
留。

煽动放大“教育焦虑”都是为了
搞钱

煽动放大“教育焦虑”已成为一
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爽的“生意经”。

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有一
定的现实基础。日前，“幼升小offer”
这一词条被顶上微博热搜，引发热
议。一名上海妈妈在网络平台分享
孩子成功通过四所学校的面试拿下

“大满贯”的信息。有网友质疑：“这
样‘鸡娃’真的合理吗？”

一位北京市重点中学资深教师
告诉记者，部分家庭在“拼娃”“比娃”
情绪支配下过早展开对教育资源不
必要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焦虑
感。

“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巨大的商
业利益。记者了解到，学科类培训隐
形变异、非学科类培训良莠不齐仍是
当前的突出问题。煽动放大“教育焦
虑”是违规培训开办者的惯用伎俩。

“教育焦虑”已成为有力的带货
工具。据第三方机构数据，2022年抖
音教育创作者整体规模增幅超90%，
粉丝数小于 1 万的普通创作者不断
涌现，并持续高速增长。记者发现，
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纷纷运营自
媒体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
学。还有不少自称“高考状元”“985
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政
策、教育理念，实则“带货”绘本、玩具
等。

强化网络主体监管
促进权威信息公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赵精武认为，网络虚假内容煽动家长、
学生焦虑情绪，影响“双减”政策贯彻落
实，有关部门应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
任，督促网站平台健全账号注册、运营
和关闭全流程全链条管理制度，加强账
号名称信息审核、专业资质认证、信息
内容审核等常态化管理。“应当对发布
教育信息的主体设置一定的门槛。”

多位受访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教
育信息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校的教学
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
关键信息，缓解升学焦虑和攀比冲动。

北京教育学院心理教师林雅芳建
议，家长应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
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多元的
视角评价孩子，避免“功利化、短视化”
培养目标。

教育部《通知》强调，各地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保持招生入学政策相对稳
定。大力推进“阳光招生”，在招生入学
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主动就核心政
策、群众关心的政策疑难点做好宣传释
疑工作。建立健全招生入学工作应急
协调机制，对有停办风险的民办学校，
要提前预警并做好学生安置预案。严
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
定，畅通举报申诉受理机制，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招生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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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记者 陈尚才
田金文）5月23日12时30分许，2023年珠峰
科考 13 名队员成功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
峰（如左图）。之后，他们将完成峰顶雪冰样
品采集等重要科考任务。

这是我国珠峰科考继2022年之后，再次
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当日，科考队员
在珠峰峰顶利用科学仪器，采集珠峰峰顶的
雪冰样品，用于分析气候环境指标。

固定钢筋绳索，更换蓄电池，安装风速风
向传感器……当日凌晨3时，科考队员从海拔
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历经8个小时攀登，
抵达海拔8830米的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观
测站。经过约1个小时紧张工作，气象站零部
件升级工作全部完成。为此，他们曾在西藏廓

琼岗日冰川、珠峰大本营等地经过10余次反
复练习，确保每个人熟悉操作流程。

“自动气象观测站维护升级，重点考虑了
极端环境下电池续航问题，在海拔6500米以
下观测站新增了降水量观测，以获取更全面
的气象观测资料，为科研人员研究极高海拔
的气象要素变化特征、冰川和积雪变化等提
供基础数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
究员赵华标说。

“今年科考具有更大的学科涵盖面，科考
队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仪器设备也更加高
端，特别是和探月工程合作创新的新型电池，
将为峰顶极端环境仪器设备运行提供可靠能
源供应。”2023年珠峰科考现场总指挥安宝晟
说。

我国科考队员登顶珠峰
开展多项科学考察

新华社特约记者 拉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