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对三类课程实施进行细分细化
新的《办法》在课程设置、教育评价方面

都有很多亮点。“对三类课程实施进行了细
分细化，包括课时占比等，比如提出‘各门课
程用不少于 10%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
习’，开足科学、劳动课等，突出学科实践和

综合学习，真正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贾天仓说。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是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的重要载体。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
小学副校长时伟霞认为：“校本课程是对国

家课程的补充，能够更好地实现‘五育并举
’，比如淮东小学从德智体美劳出发，开发
了五个类别的校本课程，结合学校及地域
资源，将河南的农耕文化、历史文化等渗透
其中。”

C 改进教育评价体系
在改进教育评价体系方面，《办法》提

出“增强日常考试评价的育人意识，注重伴
随教学过程开展评价。”时伟霞表示：“要改
变过去以成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模式，探索
综合的评价方式，比如老师会从学生课堂

表现、作业完成情况、活动参与程度以及平
时学习态度等多个维度进行考核，再结合
纸笔测试给出综合评价。”

要将《办法》在校园内真正落到实处，提
升教师教学水平、配备充足的师资力量是关

键。“目前，学校内科学等学科师资还需要加
强，政府应加大相关专业老师的培养力度，
保证学校有质有量地开设相关课程，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时伟霞说。

据《河南日报》

对教学时间提出细致明确要求A
《办法》对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教

学时间提出了细致明确的要求。每学年共
39周；一至八年级新授课时间35周，九年级
新授课时间 33 周，其余时间为复习考试和
学校机动时间。

义务教育课程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和校本课程三类。《办法》提出各地各校

要确保国家课程开齐开足开好，特别是劳
动、信息科技、艺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
活动等课程，其中劳动、综合实践活动每周
均不少于1课时，书法在三至六年级语文中
每周安排 1 课时。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作
为拓展补充，兼顾差异，彰显河南和区域文
化特色。

河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中
心教研员贾天仓说：“2022 年 4 月，教育部
印 发《义 务 教 育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版）》。此次，我省出台《办法》是
对新方案、新标准的落实和细化，在‘双减
’背景下，进一步深化我省义务教育课程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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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任
沁沁） 开学在即，公安部交管局 29 日部
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新学期学生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全力守护学生上下学交
通安全。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联合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共同研判分析本地学生上下学
交通出行特点和安全风险；全面排查学校
门口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特别是今
年洪涝灾害受灾严重地区，结合公共设施
恢复重建工作，及时整改交通管理设施缺
失、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组织开展校内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纠正；督
促学校及校车企业排查清理校车安全隐
患，严防不合格的车辆和人员提供校车服
务；联合排查校车行驶线路，发现问题及时
通报相关部门，督促改善道路通行条件。

按照要求，各地将优化交通组织，改进
停车管理，强化指挥疏导，缓解学校门口接
送学生车辆集中通行和停放压力；加强学
生上下学及集中返校等重点时段、重点路
段的巡逻管控和秩序管理，及时查纠、劝阻
接送学生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不礼让斑
马线等违法行为；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
课”，进一步提升学生、家长、教师、校车驾
驶人、随车照管人员交通安全避险能力，培
养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

学生安全无小事，保障学生安全出行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心愿。公安部交
管局提示，机动车行经学校路段要减速慢
行，避让学生、校车，礼让斑马线；家长驾
驶汽车接送学生的，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
全带，儿童要坐安全座椅，并规范停车、有
序驶离；家长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接
送学生的，骑乘人员都要佩戴安全头盔；
学生乘坐其他车辆上下学的，家长要尽好
监护义务，不让学生乘坐超员车辆，不租
用不合格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学。

强化劳动实践课程 改进教育评价机制

河南义务教育课程实施有了新办法

公安部交管局部署
全力守护新学期
学生交通安全

一至八年级每学
年新授课时间35周，
劳动、综合实践活动
每周至少 1 课时，地
方课程、校本课程充
分彰显河南特色……
日前，省教育厅印发

《河南省义务教育课
程实施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
从课程设置、教育评
价等方面明确任务目
标。课程实施较之前
有哪些新的变化？会
带来哪些影响？如何
在学校真正落地？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新华社北京8月 29日电 （记者
田晓航）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9日
在京发布《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
（2021-2022）》。报告认为，随着人口
老龄化快速发展，中长期内我国老龄
产业重大需求将不断凸显，老龄产业
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根据报告，2021—2035年，我国老
龄产业在多个方面产生重大需求，例
如，老龄健康方面的健康管理、慢病管
理、医疗卫生、安宁疗护等；老龄用品与
制造方面的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具等；

老龄宜居方面的适老化改造、适老化环
境与服务等；老龄金融方面的个人老龄
金融产品以及老龄产业金融支持等。

而在 2036—2050 年，随着“70 后”
“80后”群体步入老年，我国老龄产业
需求将在消费模式、需求层次、需求内
容等方面发生变化。例如，线上消费
模式更加普遍，精神文化、终身学习、
老有所为成为老年人追求的重要内
容，智慧养老与科技助老需求凸显。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
研究室主任王莉莉认为，近年来，我国

老龄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
老龄金融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健
康产业、老龄服务产业、老龄宜居产
业、老龄文化产业等主要产业领域，未
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实践表明，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有
利于充分就业、扩大消费和促进投
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
俊武认为，未来可在打造老龄健康产
业体系、老龄制造产业科技创新、老龄
服务产业质量提升等方面发力，为“长
寿时代”带去新的经济支撑。

报告显示中长期内
我国老龄产业将在多方面产生重大需求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史竞男）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
网 2023”专项行动，这是全国持续开
展的第 19 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
行动。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于 8 月至
11月开展，将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为契机，聚焦版权领域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急难
愁盼的具体问题，不断深化重点领域
网络版权专项整治，充分发挥版权保
护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文化创新创
造、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作用。

专项行动将聚焦3个主要方面开
展重点整治：一是以体育赛事、点播影
院、文博文创为重点，强化专业领域版
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传播版权秩
序。加强重点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
护，着力整治未经授权非法传播杭州
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等体育赛事节目
的行为。加强对点播影院、私人影吧
的版权监管。加大对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等文化创意产品版权保护
力度。二是以网络视频、网络新闻、
有声读物为重点，强化作品全链条版
权保护，推动建立良好网络生态。深
入开展对重点视频网站（App）的版权
监管工作，重点整治短视频侵权行
为。深入开展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工
作，着力整治未经授权转载新闻作品

的违规传播行为。加强对知识分享、
有声读物平台及各类智能终端的版权
监管，着力整治未经授权网络传播他
人文字、口述等作品的行为。三是以
电商平台、浏览器、搜索引擎为重点，
强化网站平台版权监管，压实网站平
台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电商平台版权
专项整治，重点规范浏览器、搜索引擎
未经授权传播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等
行为，推动重点网站平台企业开展版
权问题自查自纠。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进一步
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处罚力
度，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将推动网络
企业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共同构建打
击网络侵权盗版社会共治格局。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
启动“剑网2023”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