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度高校数字文物开发
公示名单

贵州民族大学：云上苗绣 以美
铸魂——数智融合育人模式探索

2025年度高校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典型案例公示名单

遵义医科大学：“养心、舒肝、
暖胃、健脾、润肺”——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活动实践案例

贵州财经大学：“三维一体化”

工作模式探索
贵州民族大学：CBT疗法和双

程模型在心理辅导中的结合与运
用

贵州建设职技术学院：悦见生
命的价值与力量

2025年度新时代伟大变革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公
示名单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桥”见中

国——贵州桥梁建设成就融入思
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2025年度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典型案例公
示名单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微光
工程：构建“纵横贯通·双向协同·
五维提升”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
育人体系探索与实践

2025年度高校辅导员名师工
作室公示名单

贵州师范学院：谭丽琼 丽琼工
作室

2025年度全国高校示范“一
站式”学生社区公示名单

贵州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高校思政工作提升精品项目”遴选结果

贵州多所高校入选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5年度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
与精品建设项目遴选结
果，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财经大学、贵州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等高校相关作
品入选。赶快来看看吧。

本报记者 侯帮虎

开学的钟声今天敲响，作为家长，或许已经察觉到孩子心
中的那份忐忑与不安。同时，手机使用问题也可能成为家庭
中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在这个关键时期，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刘燕菁介绍，家长要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孩子缓解开
学焦虑，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让他们以最佳状态迎接新
学期的到来。

孩子如何缓解开学焦虑？
心理专家来支招

开学焦虑，就像是种子破土
时遇到的阻力，我们需要做的是
帮助孩子减轻这份压力，让他们
顺利发芽。心理学告诉我们，焦
虑往往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自
我能力的怀疑。作为家长，我们
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帮助孩子从

“心”出发，解锁快乐的密码？

1.打造安全的情感港湾：

创造一个无压力的环境，让
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支持。用
轻松的方式询问孩子对新学期的
期待和担忧，比如一起散步时聊
天。倾听时保持耐心，不评判，
不打断，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

2. 用游戏化思维化解焦虑：

将开学的准备过程设计成一

个小游戏，比如“开学大冒险”，让
孩子在完成任务（如购买学习用
品、整理书包）的过程中获得成就
感和乐趣；利用角色扮演游戏，让
孩子模拟学校场景，提前适应。

3. 设定合理的期望值：

与孩子一起制定新学期的目
标，确保目标既有挑战性又能实
现，避免过高或过低的期望。强
调过程而非结果，鼓励孩子享受
学习的过程，而非仅仅追求成绩。

4. 培养积极的心理暗示：

教会孩子使用积极的心理暗
示，如“我可以做到”“新学期，
新开始，我很期待”。每天起床
后，和孩子一起进行简短的积极
宣言，增强自信心。

刘燕菁在门诊中。

手机，这个时代的“魔法宝
盒”，既带来了便利，也可能成为孩
子成长的绊脚石。作为家长，我们
的任务是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
让他们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
间自由穿梭。研究表明，家长的行
为模式和家庭规则对孩子形成健
康的手机使用习惯至关重要。

1. 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家长首先要做到合理使用手
机，避免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设

定家庭手机使用时间，比如晚餐时
间、睡前一小时，全家共同遵守。

2. 制定有趣的替代活动：

组织家庭活动，如户外探
险、手工制作、家庭电影夜等，
让孩子在现实中找到乐趣；鼓励
孩子参与社交活动，与同龄人面
对面交流，减少虚拟社交的依赖。

3. 教育孩子识别并管理屏幕
时间：

使用手机 APP 监控屏幕时
间，并与孩子一起分析数据，讨
论如何优化；教育孩子识别并避
免网络成瘾的迹象，如过度依赖
社交媒体或游戏。

4. 设定明确的规则和界限：

与孩子一起制定手机使用规
则，如完成作业后可以使用手
机，但时间有限。规则应具体、
公平，并且家长要严格执行，同
时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惩罚。

本报记者 罗欢

开学焦虑：

从“心”出发，解锁孩子的快乐密码

手机依赖： 智慧引导，让孩子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自由穿梭

4个方面13条措施
我省出台首个针对流动儿童关爱保护的综合性政策文件

本报讯（记者 李莎）2 月 13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省23个部门和
单位联合出台关于流动儿童关爱
保护的第一个综合性政策文件
——《关于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
护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推动流动
儿童均等享有居住地基本生活、
教育、医疗等服务保障，切实保
障流动儿童合法权益。

《若干措施》 全面落实国家
《行动方案》要求，结合实际从建
立健全流动儿童基础信息、完善
流动儿童保障措施、提升流动儿
童关爱服务水平、构建齐抓共管
工作格局4个方面提出了13条具体
措施，并建立了《流动儿童在居
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

在建立健全流动儿童基础信
息方面，明确由县级民政部门牵
头开展流动儿童动态监测，建立

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台账，开展风
险等级评估，加强关爱保护。

在完善流动儿童保障措施方
面，《若干措施》围绕兜牢基本生
活保障、促进平等接受教育、提
供均等医疗卫生服务和完善医疗
保障待遇提出保障举措。

其中，关于兜牢基本生活保
障，《若干措施》明确居住地民政
部门加强流动儿童分类生活保
障，为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落实
或者协调户籍地落实最低生活保
障等救助保障政策；

关于促进平等接受教育方面，
明确居住地教育部门保障符合条
件的流动儿童，就近在普惠性幼儿
园和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含政府购
买学位）入园、入学等；

关于提供均等医疗卫生服务
方面，明确居住地卫生健康部门
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均等、

普惠、便捷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做好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普惠托育等服务；

关于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方
面，明确医保部门全面落实流动
儿童在居住地参加医保政策和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残联组织
落实流动残疾儿童在居住地申请
和享受康复救助，相关部门落实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在提升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水
平方面，明确妇联、教育等部门
每年为流动儿童家庭至少提供1次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关部门和
村 （居） 民委员会教育引导流动
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学校每学年至少
开展1次心理健康测评，相关部门
畅通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预防转介
干预就医通道，民政部门将罹患
精神疾病的流动儿童纳入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重点对象等。
同时，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加

强流动儿童法治教育和安全教
育，各级学校将防止校园欺凌纳
入学校法治教育重要内容，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
法严厉打击侵犯流动儿童违法犯
罪行为。网信部门持续净化网络
空间环境，广电部门大力创作、
传播有利于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
视听节目，学校组织开展有益于
流动儿童的兴趣活动，相关部门
依托儿童之家等为流动儿童提供
丰富的精神文化关爱服务。在

“促进更好融入城市”方面，明确
将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纳入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重要内容，人社部门
为流动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创业服务等。

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方
面，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部

门责任，加强资金、人才、要
素、资源等保障，强化司法监督
和检察监督，推动流动儿童各项
权益保障政策和关爱服务措施落
到实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台的
政策文件，在国家清单基础上，
拓展了4条具体服务内容，分别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逐步实现全覆
盖、提供在居住地参加医保服
务、对有需求的残疾流动儿童提
供辅助器具和对符合条件的流动
儿童家庭由居住地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会同制发文件的省有
关部门和单位，共同抓好《若干
措施》的落实，努力为流动儿童
提供好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保
护好流动儿童合法权益，促进流
动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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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贵安召开市场监管系统专题会

部署春季开学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苗族“跳花节”：
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

■06 文化

不放弃任何一个
“想破土”的孩子

■03 校园

本报讯（记者 韦寒）为守护好师生开学“第一
餐”，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近日，贵阳贵
安召开市场监管系统2025年春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
部署专题会。

会议通报了贵阳贵安2024年度校园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对市场监管总局校园食品安全
督导组来筑检查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复盘，并对
2025年春季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校园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必须坚
持“四个最严”要求，用好智慧监管系统，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举一反三进行全面整改，逐一排
查各项安全隐患，以“零容忍”的态度筑牢校园食品
安全防线。会议要求，校园食品安全关乎师生的身体
健康，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抓好抓牢校园食品安全工
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全面排查摸底，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
责，全面摸清校园食材配送企业、学校食堂、校外供
餐单位的详细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建立详细台账，责令限期整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作
风，做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围绕问题追根溯源，深化整改与提升。针对前期
发现的硬件设施不完善、软件管理水平差，制度执行
不规范，日常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制
定针对性措施，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确保制度有效执
行。并定期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

强化统筹协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
级食药安办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定期会商通报机
制、联合检查机制，及时通报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进
展、存在问题等，确保监管频次到位，问题整改到
位，通过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提升监管效能。

改进工作作风，强化监管与督促。监管人员要切
实增强责任意识，主动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精准
识别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
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到位，让全市师生吃得安心放心。

近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全国检察机关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积极
促推专门学校建设，已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覆盖。

工作中，最高检与公安部、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
式”办案救助机制的意见》，推动“一站式”办案区
建设，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人身检
查、生物样本采集、侦查辨认等取证工作，防止因办
案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并及时开展心理疏
导等综合救助。树立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
识，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协同健全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推动加强专门
教育、专门矫治工作。

在推进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方面，
全国有13个省级检察院、一半左右的市县级检察院与
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建立救助衔接机制。

来源：法治网

专门学校建设实现
31个省区市全覆盖

贵阳全面实施
“每天一节体育课”

■02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