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导报讯 近日，太原市万柏林区

千峰南路小学开展了爱心义卖活动。活动

旨在让孩子们在公益中成长，让公益融入

生活。让孩子们在快乐中锻炼，感受成功

的喜悦，让爱不再闲置。

义卖之前，热情洋溢的孩子和家们集

思广益、铆足干劲投入到义卖的筹备工作

中，琳琅满目的义卖商品，彰显着他们对

活动的热切期待，这创意十足的义卖摆设

把活动氛围装点得分外浓厚，展示出少年

的爱心与风采。

每一个摊位前都是人山人海争相购

买的场面。大家都想多献出一份爱。“这个

玩具 2元”“那本书 1元 1本”“这个玩具很

好玩的”“这本书又好看又便宜”“买一送

一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宝贝们

卖力地吆喝，尽力将爱心义卖的物品卖出

去，宝贝们的语言质朴简单，但是他们的

爱心却是真真切切。

学校感谢每位宝贝和家长们奉献的爱

心，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温暖与爱，都在传递

给需要的人。

此次“奉献爱心，义卖捐赠”活动非

常成功，宝贝们在活动过程中收获了快

乐、勇敢、自信、爱心、感恩，并将爱心义

卖款进行捐赠。他们相信爱心义卖传递

的是温情，每分每元蕴含的都是一份爱

心一份奉献；零零碎碎虽小，凝聚成的却

是巨大的力量。 （黄晶）

科学导报讯 为进一步培养队员关爱

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7月 14日，太原市

杏花岭区虹桥小学教育集团总校二（6）中

队开展了“清捡垃圾倡环保 一起弯腰齐

行动”志愿服务活动。此次活动分两个小

队在不同的地点开展。

北宫花园小分队，分好工后，队员们

立即投入战斗。只见身穿红色志愿服的环

保“小卫士”个个争先恐后地捡拾地上的

废纸、烟头、废弃垃圾袋等，小手把捡拾的

垃圾放入之前准备好的垃圾桶里。遇到不

好捡拾的垃圾，队员们通力合作，一起将

垃圾夹起，放进垃圾桶。

锦绣苑社区小分队，队员们学习垃圾

分类小知识，从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开始，

参与到垃圾分类活动中，用实际行动守护

美丽的社区环境。同时，队员们以身作则，

认真地打扫社区卫生，助力人居环境的改

善，发挥少先队员的带头作用。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但培养了队员们

吃苦耐劳、服务社会的精神品质，还增强了

队员们的环保意识，也懂得了志愿服务要

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共同

维护人类的美好家园。 （郗艳）

儿童青少年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

22日，国家疾控局等 4部门联合发布《中

小学生超重肥胖公共卫生综合防控技术

导则》，明确三级预防干预技术和相关标

准，部署综合防控我国中小学生超重肥胖

问题。新华社记者专访相关疾控专家，就

防控要点进行解读。

看点一：构建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综合
防控技术体系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6岁至 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

1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儿童青少

年超重肥胖状况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

东表示，这一现状亟需加强干预。

导则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期干预和

疾病预警的三级预防策略和对应技术。

其中，一级干预技术主要通过风险评

估、生活方式管理等措施，预防超重肥胖

的发生；二级干预技术侧重通过开展筛查

和早期干预，控制超重肥胖的发生发展，

预防相关疾病；三级干预技术聚焦对严重

肥胖及肥胖伴有临床危险因素的学生，开

展联合干预，防止肥胖及相关疾病发展。

参与起草该导则的专家、中国疾控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倩表示，作为导

则的重点内容，三级预防干预技术对各地

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技术主要

从评估筛查、生活干预、及时诊断治疗等

方面入手，开展分级防控。”

看点二：促进健康饮食与运动日常化
刘爱东介绍，肥胖本身是一种疾病，

也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儿童肥

胖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及骨骼发育，会

对行为、认知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同

时，肥胖及其相关健康风险还可持续至

成年期。”

导则强调通过日常化的饮食、运动手

段防止肥胖：

———促进健康饮食，做到少盐、少油、

少添加糖，鼓励学校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

营养指导人员。

———保证身体活动，促进运动日常

化，鼓励学校每天开设 1节体育课。

怎么吃、运动量、睡眠时间都有标准

可循：

参照 《学生餐营养指南》（WS/T

554－2017）等标准提供学生餐；每周至少

3天进行增强肌肉和骨骼的运动；久坐

45分钟后应起身活动，每天视屏时间少

于 2小时，保持充足睡眠……

看点三：强调多方协作与科技支撑
研究显示，肥胖的发生受遗传、环境

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影响，不同成长阶段、

不同情况的中小学生防控重点各有不同。

专家表示，专业机构、家庭、学校、社区的

密切协作，是推动防控工作落地见效的重

中之重。

比如，对严重肥胖及肥胖伴有临床危

险因素的学生，应开展临床、膳食和行为

矫正等联合干预。“这些学生需要医疗卫

生机构的更多参与，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先从膳食和运动入手，同时开展行为矫

正，及时纠正肥胖及相关疾病。必要情况

下，采取临床治疗。”张倩解释道。

提升防控技术的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也很重要。导则还鼓励多部门及家校充分

利用新技术手段，如智能手环设备进行运

动监测、智能餐盘评估食物摄入及营养素

含量等，提高防控的有效性。

看点四：首次发布风险自测表 诸多
“新做法”有亮点

导则首次发布了《中小学生超重肥胖

风险自测评估表》，帮助家校在专业机构

指导下运用自测表评估个体和群体发生

超重肥胖的风险。

是否每天吃全谷物、杂粮或杂豆；含

糖饮料食用频率是否低于每周 1次……

张倩介绍，家庭、学校和疾控部门可以利

用评估结果，从膳食、身体活动、遗传、心

理和定期监测的角度，了解学生发生超重

肥胖的风险，并明确干预重点方向。

导则还提出了一些筛查建档、评估预

警“新做法”，包括结合健康体检等工作建

立学生健康档案，及时向家长反馈体检结

果；控制危险因素实现多病共防，加大宣

传教育营造支持环境等。

“全面、系统地推进中小学生超重肥

胖防控工作，需要将防控技术落到实处，

构建立体的防护网络。”刘爱东说。

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围绕三级

预防策略，持续加强风险评估、优化生活

方式、营造支持环境，探索出更多中小学

生超重肥胖防控的有益经验和有效路径。

（来源：新华社）

教育，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从孔子的“因

材施教”到如今的素质教育，人们对于教育的探索

从未停止。然而，在这漫长的教育历程中，我们不禁

要问：教育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培养会考试的机器，追求高分和名校？还是

仅仅传授知识，让学生在学术的海洋中畅游？亦或

是培养出一个个顺从听话、墨守成规的个体？不，这

些都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教育的终极目标，应是培养完整的人。所谓完

整的人，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更要有健全的人

格、积极的心态、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一个完整的人，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

兴趣和优势，懂得规划自己的人生；能够与他人和

谐相处，尊重他人的差异，善于合作与交流；能够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乐观和坚韧，勇敢地迎

接挑战；能够关心社会，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

力量。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点燃学生内心的火焰，激

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都有着无限的潜能。教育应当为他们提供广阔

的空间和平台，让他们的思维不受束缚，能够自由

地飞翔。不应以标准答案和固定模式去限制他们，

而是鼓励他们提出问题、探索未知、勇于创新。当学

生内心的火焰被点燃，他们将充满热情地去追求自

己的梦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拥有追求幸福的能

力。幸福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通过教育，学生应学会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如

何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快

乐。他们应当懂得，幸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

断努力和奋斗的过程中，在为他人付出和奉献的时

刻所感受到的。

教育的终极目标，更是传承和发展人类的文

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世

界，教育让这一切得以延续和发扬。学生在接受教

育的过程中，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他们

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融入自己的思想，为推动社会

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功利，不是为

了应试，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类的美好

未来。当我们明确了这一目标，教育才能真正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我

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共同努力，向着教

育的终极目标不断前行！

策划：李恒灵

教育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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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风险评估 优化生活方式
———国家疾控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预防中小学生“小胖墩”技术导则解读

科学导报讯 7月 10日 -14日，晋城市

第三中学学子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

的好奇，开启南京、上海开展研学之旅。

在南京夫子庙中，学生们在秦淮河

畔，感受江南独特的风景和南京城两千

多年的文化积淀；站在文德桥上，感悟夫

子庙学宫的琅琅书声和昔日的风花雪

月；巍巍紫金山，浩浩中山陵，学生们拾

级而上，来到祭堂前，怀着崇敬的心情瞻

仰了中山先生；在紫金山天文台，学生们

参观了天文台的各个区域，学习了天文

台的历史、设备和工作原理，观看了巨大

的天文望远镜、精密的观测仪器和先进

的科研设备，了解了古天文仪器与现代

天文技术的完美结合；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学生们看到

日军犯下的一个个罪行，同胞们经历的

浩劫，潸然泪下；迈入南师大，学生们在

红学专家雷雨老师的讲述中，大家渐渐

清晰了南京这座古老城市和红楼梦你侬

我侬的情愫，也逐渐梳理出历届高考作

文和四大名著千丝万缕的关联；南京大

学中，学生们在文史专家姚卫伟教授的

讲座中受益匪浅。

上海外滩的南京东路步行街，学生们

漫步于此，心中激起的澎湃感如同江风吹

起浪花般此起彼伏，见证着上海繁华背后

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的沧桑历程；在四行

仓库内，学生们无比真实地感受到了日本

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苦

痛；在同济大学，学子们在这里不仅感受

到了高等学府的魅力，更在心中种下了对

知识的无限向往；在上海航宇科普中心，

学生们参观了航母、卫星、火箭等展区，了

解到我国在航天研发中不懈努力，攻克难

关，在数千万科研人员的钻研之下，取得

了伟大成就；在远望一号，大家被船上的

各种先进设备和技术深深吸引。

（通讯员 郭彤彤

丁钰哲 郝思涵 原康杰 潘嘉艺）

晋城三中学子

开启南京上海研学之旅

太原杏花岭区虹桥小学教育集团总校二（6）中队

清捡垃圾倡环保 美化环境树新风

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小学

暑假爱心义卖 感受传递温暖

小易说系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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