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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孩子们的饭菜别

“一热了事”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校园

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

近，“预制菜进校园”话题引发家长、网

友、专家等热议，社交平台也迅速出现

“预制菜岂能进学校食堂”等热门话题。

9月11日以来，多地官方机构在答复家

长反映的情况时，就“预制菜进校园”问

题进行回应。近日，教育部有关司局负

责人也指出，对“预制菜进校园”应持十

分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

4 焦 点

“天宫课堂”第四课开讲

开启连接地球与太空的奇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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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安：
丰收稻田学知识

9 月 25 日，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
小学教育集团吉庆校区把劳动教育课
堂搬到田间，开展“稻田研学迎丰收”
活动，学生们到田间学习农业知识，
感受丰收喜悦和粮食的来之不易，增
强爱粮节粮意识。图为活动现场。

周强 丁春梅 摄

中小学迎来开学季，包书皮成了学生和家
长们新学期忙活的第一件事。笔者采访了解
到，今年，不少学生和家长仍难以“告别”塑料
书皮。

在开学季的文具市场上，塑料书皮需求依
旧旺盛，销售热度明显高于纸质书皮。在线
下，笔者走访太原多家文具店发现，塑料书皮
种类多、销售旺，而纸质书皮则少有人问津。
线上书皮销售市场亦是如此，在某电商平台
上，多个品牌的塑料书皮销售火热，评价高达

“100万+”，而靠前展示的纸质书皮产品只有
“5000+”评论，好评率也较低。

早在2019年10月，教育部、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科协4部门联合发布通
知，要求各地努力实现“无塑开学季”，学校不
得强制学生使用塑料书皮，尤其不能使用有
问题的塑料书皮。

但4年过去，塑料书皮仍大行其道。笔者随
机采访了太原市多所小学的学生家长，他们均
表示，班主任老师要求使用塑料书皮。有的老师

还要求先包白纸书皮，再套上一层塑料书皮。
使用塑料书皮固然可以很好地保护书本，

但塑料书皮造成的白色污染不可小觑。根据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59亿人，如果每人每
学期使用10张塑料书皮，当年可用掉31.8亿
张塑料书皮。

与庞大的数字相对应的是塑料污染与健
康危害。据了解，塑料书皮主要分为PE（聚乙
烯）、PP（聚丙烯）、PET（涤纶树脂）和PVC（聚
氯乙烯）等，聚丙烯PP材质的较多。有的书皮
曾被曝出含有甲醛、苯等有毒有害物质，不少
家长担忧，塑化剂等成分从产品中释放，可能
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让书本封面更耐用，才是‘告别’塑料书皮
的最优解。”一位印刷行业人士表示，目前，市场
上有不少合适的环保材料可以
替代塑料书皮，不妨试用于小
学生课本封面或书皮。（《工人
日报》刘建林 李彦斌）

拒绝塑料书皮推行“无塑开学”已经提出了 4

年，塑料书皮的危害也是众所周知，但为何“无塑

开学”却深陷说易行难的尴尬境地呢？

背后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不少家长以及学校

和教师认为包书皮是小事情，是开学季入学和爱

护书籍的“标配”，可以理解，“小事情不足为怪”的

认知占了大多数，从而忽略了塑料书皮积少成多

对环境、对青少年身体健康的潜在威胁。“实用好

看论”是导致塑料书皮大行其道的第二层诱因。塑

料书皮大多价格便宜、色彩艳丽、图案精美，而且

与纸质书皮相比能长久使用不易磨损折损，得到

大多数家长和青少年甚至是教师的欢迎，热捧之

下必有市场和空间。

“无塑开学”不管是从文明生态环保社会建设

角度，从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角度，还是从倡导文

明消费落实“禁塑”美好初衷角度，都意义深远。因

此，对于“无塑开学”而言，断不能停留于说易行难，

纸上谈兵，而应该采取有效干预措

施，确保“无塑开学”落到实处。

结合实际，当务之急首先要提

高治理站位，从落实生态文明社会

建设角度，从全面落实“禁塑”倡导健康消费角度，

去推进和落实“无塑开学”。相关部门要积极行动，

强化责任意识，在中小学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增强生态环境意识，教育引导师生家长和社

会各界正确对待塑料书皮，主动拒绝塑料书皮，从

源头上杜绝塑料书皮肆无忌惮危害生态环保和师

生健康。

其次，教育部门要积极倡导开展文明消费以及

正确的爱护书籍教育，让每位学生和家长了解到塑

料书皮的危害，采取科学的行为爱护书籍，将爱护

书籍纳入养成教育，让学生正确使用、保护教科书，

走好爱护书籍和拒绝塑料书皮的“平衡木”，既达到

满足学生用好护好书籍的目的，又从根本上实现

“无塑开学”的健康文明行为理念。

更关键的是，有关部门要从落实“禁塑”要求、

践行文明生态环保生活理念、为青少年创设文明

健康成长社会环境、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权益

角度发力，从强化教育宣传、强化市场执法监管、

强化源头干预角度形成合力，开展文化用品市场

尤其是塑料书皮市场专项治理整顿，这也是从根

本上实现“无塑开学”美好初衷的务实之为。

山东印发“十四五”
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近日，山东发布的《山东省“十四五”学前
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全
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5%，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超过87%，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过
55%，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认定通过率超
过55%；增强家庭、社会、网络全环境育人责任
意识，在全省培育和建设1000所家园合作共
育基地园。

山东明确全面提高保教质量。制定幼儿园
保教质量评估实施办法，修订幼儿园分类认定
评估办法，定期开展幼儿园分类评估认定。到
2025年，省级一类及以上优质园占比不低于
50%。每年在全省遴选20个市、县和200个幼
儿园科学保教引领项目。全面落实教研指导责
任区、区域教研和园本教研制度，全面推进残
疾幼儿随园就读工作。

山东强调优化普惠性资源结构。每3年调
整一次县（市、区）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十
四五”期间，全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600所以
上。实施公办园扩容工程，加大对农村幼儿园
的改造提升力度。2023—2025年每年重点支
持1000所左右农村公办园实施标准化改造，
重点支持300个左右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
乡镇提升办园水平。

山东提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实施新时
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高幼儿园教师专科以
上学历占比，落实5年周期内幼儿园园长、教
师全员培训制度。建立省、市示范性，县（市、
区）为主体的园长任职培训制度。

山东要求各地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对公办
园保教费每3年进行一次成本调查或监审。实
行幼儿园保教费动态调整，原则上每3—5年
核定一次保教费收费标准。

（《中国教育报》魏海政）

教育部、交通运输部
组织开展中小学生水上交通
安全教育十周年主题活动

2023年是交通运输部和教育部联合开展
中小学生水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十周
年，10月中下旬，两部将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
馆启动“十周年”主题活动。为进一步深化中
小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着力增强广大学
生水上安全出行意识和能力，日前，教育部、
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围绕“拥
抱蔚蓝 平安成长”主题，广泛开展中小学生
水上交通安全教育十周年主题活动，推动中
小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在新的起点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知指出，各地要深刻认识中小学生水上
交通安全教育的重要作用，组织开展“十周年”
主题活动成果展示，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学习实
践，开展优秀教育成果推选展播，编制水上交
通安全教育基地名录。

通知强调，各地要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强
化专业师资培训，搭建综合教育格局，持续健
全水上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体系。要持续推进农
村、偏远地区宣教工作，深化水上交通安全警
示教育，完善水上安全教育基地建设，常态化
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主题宣教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要把握“十周年”主题活动
总体要求，广泛组织宣教活动，及时评估总结
提炼有关工作情况，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据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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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塑开学”缘何说易行难？
◎ 许朝军

“无塑开学”强调4年，塑料书皮仍难“告别”

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
空间站开讲，新晋“太空教师”——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为广大青少年
带来一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天宫课堂”是一扇连接地球与太空的奇
妙之门。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
进行授课。笔者专程来到位于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地面课堂，在这里与同学们一起跟随航天
员穿越波澜壮阔的星空，展开一场关于宇宙的
美妙旅程。

全新太空教室亮相

15时48分，三位博士航天员如约“飞”到
了大屏幕中央，同大家打招呼。随后，跟随“摄
像师”景海鹏的镜头，全新的太空教室——梦
天实验舱的场景在同学们眼前徐徐呈现。

桂海潮介绍，在梦天实验舱内，有空间站
里最多的科学实验设备，有13个科学实验柜
的安装空间，还具备载荷自动进出舱功能。

“梦天舱实验载荷区域是梦天舱的核心区
域，在这里可以开展流体物理、材料科学、燃烧
科学等微重力物理科学的基础研究，同时还能
探究工程技术领域的前沿问题。”朱杨柱指着
头顶上的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趣称其为“太
空炼丹炉”，第一批在“炼丹炉”里接受高温考
验制备的材料，已随神舟十五号航天员返回地
面，有希望推动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换代。

“同学们，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在
哪里吗？”桂海潮马上做出了解答，“就在我头
顶——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它可以制备出接
近绝对零度的超低物质，这种物质的原子会呈
现特殊的状态，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量子力学

的奇异世界。”
空间站里的实验柜出了问题该怎么办？桂

海潮来到了一台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前，打开
挡板为大家展示了空间站里的太空维修工厂。

“它具有超大的操作空间，配置了一款小机械
臂，一款VR眼镜以及一个可移动的维修平台，
用多种手段来辅助我们完成对载荷的装配、维
修、清洁等精细操作。”桂海潮说。

科学实验创意满满

在约48分钟的互动交流授课过程中，三位
“太空教师”在轨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
“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又见陀螺实
验等一系列炫酷又有趣的实验，天地间掌声和
笑声此起彼伏。

空间站中蜡烛的燃烧与地面究竟有什么
区别？课堂上，当蜡烛被点燃后，可以看到，与
以往地面蜡烛的锥形火焰不同，空间站中燃烧
的蜡烛火焰呈现蓝色，形状近似球形。朱杨柱
轻轻转动蜡烛，火焰的形状几乎没有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桂海潮解释：
因为在地面有重力的作用，燃烧后的热气上升
冷气下降形成了浮力对流，因此蜡烛的火焰呈
锥形。而在空间站里，微重力环境几乎消除了
这种浮力对流，燃烧后的气体向各个方向运动
的趋势相同，不管蜡烛的方向朝向哪里，它的
火焰都近似球形。此外，在空间站里，燃烧对流
十分微弱，氧气的补充不如地面及时，蜡烛的
燃烧也不如地面充分，火焰的温度也会更低一
些，蓝色火焰就是燃烧温度低的一个表现。

在奇妙“乒乓球”实验中，桂海潮拿着乒乓
球拍去触碰水球，飘浮在空中的水球没有破
裂，而是牢牢地粘在球拍上。这时，朱杨柱拿出

了包裹着干毛巾的乒乓球拍，只轻轻一碰，水
球就像乒乓球一样弹开了。朱杨柱讲解：“除了
表面张力使水球不容易破裂之外，毛巾表面还
布满了疏水的微绒毛，有很好的疏水性能。”

随着镜头的转换，朱杨柱带着大家来到
了一个一米见方的标准网格布前，他拿出一
个质量为 500克、直径是49.5 毫米的实心钢
球，放到网格布中间。桂海潮也拿出了一个一
模一样的钢球，抛出去碰撞之前那个静止的
钢球，只见静止的钢球开始了运动，而被抛出
去的钢球却静止了。桂海潮接着拿出一个质
量为100克的小钢球，用小球去碰大球。小球
碰到大球之后调转了方向，大球却沿着小球
初始的运动方向继续前进。桂海潮说：“同学
们通过计算就可以发现，刚才我们演示的这
些碰撞无论是接近于正碰的情况，还是斜碰
的情况都满足动量守恒。”

在“又见陀螺实验”中，桂海潮手握快速自
转的陀螺，陀螺自转时，他改变陀螺的方向时，
自己也发生了转身。“陀螺快速自转具有了比
较大的角动量，我改变陀螺方向的时候它的角
动量就产生了显著变化，跟我的手产生了比较
大的反作用力矩，让我轻松实现了转身。”桂海
潮接着向同学们科普，“空间站就是用了同样
的原理在太空当中转身。”

天地互动精彩无限

本次授课活动分别在北京、内蒙古阿拉善
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宁波设置了5个
地面课堂，各地面课堂学生纷纷向航天员老师
提问。

内蒙古同学提问：“空间站上能看见太空
垃圾吗？针对太空垃圾，空间站采取了哪些防

护措施？”景海鹏回答：“首先它们确实存在，而
且还不少，对我们空间站的危害也不小……不
过我们的科技人员会时刻盯着它们的一举一
动，一旦对空间站有威胁，我们就会采取相应
的措施，比如说通过轨道机动等方式，进行主
动规避。同时，我们空间站还有一些特殊的防
护装备，就好像穿了一副铠甲一样，即使碰到
空间碎片我们也会安然无恙。”

“太空中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请问航天员
是怎么判断空间站的姿态和轨道发生变化的
呢？”面对北京同学的提问，桂海潮对问题的
专业度给出认可，他笑着回答：“空间站上有
特殊的敏感器，比如地球敏感器、太阳敏感
器、恒星敏感器等等，这些敏感器就像一双双
敏锐的眼睛，可以准确地测量地球、太阳、恒
星的方向，就可以确定空间站的姿态了……
此外，空间站在太空中的飞行是有特定规律
的，这个规律就是轨道力学。运用轨道力学，
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空间站现在在哪儿，还能
预报出它接下来要飞到哪儿。所以，对于航天
员来说，只需要打开仪表，空间站所有的信息
就一目了然了。”

欢乐的课堂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三位“太
空教师”在课程最后为同学们送上了美好的
祝愿。

“这次天宫课堂活动覆盖到大学生群体，
对我们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学生很有意义。”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北京地面课
堂教师张晓天说。在北京地面课堂提问的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学生吴堃炤激动地告
诉笔者：“作为宇航学子，未来的中国航天人，
这次对话坚定了我的理想与方向，鼓励我努力
学习、早日投身国家航天事业的建设中。”

（《光明日报》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