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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云）7月 25日，芗城区发布 2022年
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方案。遵循“人户一致”，即适龄儿童
的户口与实际居住地均在施教区内，招收符合政策条件、年
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即2016年8月31日（含31日）前出生
的适龄儿童。

■芗城区8月8日-12日进行网络报名

芗城区今年继续实行网络报名。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
家长可于8月8日-12日进行网络报名。与往年相比，今年
有新建进修附小、松柏小学和湖滨小学三所学校开始招生。

8月3日，各小学向社会发布招生通告，8月8日-12日，
适龄儿童家长可关注“漳州教育微言”公众号（点击右下角

“便民服务”，选择“招生管理系统”进入“2022年芗城区公
办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进行网络报名。无法顺利网络报
名者，于 8月 15日-16日持相关材料到施教区所属学校进
行现场报名。

■芗城区个别施教区范围有变

芗城区属公办小学依据“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按施教
区范围招生。

芗城实小、芗城二实小、东铺头中心小学、西桥中心小
学、闽南师大附小、进修附小这六所学校同一套房产六年内
只能有一位适龄儿童（合法生育的多子女家庭除外）在施教
区内的小学就读。

西桥中心小学和原市尾小学未纳入拆迁范围的芗城区
户籍适龄儿童报名方式不变，仍采用“学生自愿报名+随机
抽号”的办法安置，西桥中心小学安置到芗城实小公园校区
或龙师附小就读，学籍建立在西桥中心小学。原市尾小学
安置到南坑中心小学、玉兰学校、岳口小学、名流学校这四
所学校就读，学籍建立在市尾小学。

原渡头小学、前山小学施教区的适龄儿童可申请就读
芝山中心小学。

市尾小学和西湖片区已纳入拆迁范围但未安置的芗城

区户籍适龄儿童在施教区外租房，可持户口簿、拆迁协议和
租房协议等相关材料到租住地学校申请就读。

“中国女排娘家”基地项目拆迁户适龄儿童，原芗城区
属小学施教区内拆迁户由政府统一异地安置龙轴片区安置
房，在产权人不变的情况下，可到芗城实小新华校区申请登
记。倘若产权人发生变更，则该住房不再保留就读该校资
格，可就读通北中心小学。

另外，户口已迁入但未交房适龄儿童，可到户籍所属街
道办事处辖区内中心小学现场登记，其中进修附小、松柏小
学和湖滨小学三所新建学校可在本校登记，学校汇总后上
报教育局统筹安排。

■外县区户籍随迁子女不得跨校重复申请

外县区户籍随迁子女入学申请须提供如下材料：①外
县区户口簿；②其父（母）在2022年8月1日（不含1日）之前
签发的芗城区居住证；③其父（母）在芗城区务工的证明或
经商办企业证照。

符合条件的外县区户籍随迁子女可申请就读居住地所
属施教区学校，不得跨校重复申请，不得提供虚假资料。父
（母）有购买施教区内住宅房产或能提供其近一年在芗城区
社保缴费满一年证明以及已有子女在该校就读，其子女同
等条件可优先录取。

芗城实小（含新华校区）、芗城二实小（含建元校区）、东
铺头中心小学、西桥中心小学、闽南师大附小、巷口中心小
学、金峰实验小学、进修附小这八所学校不接受外县区户籍
随迁子女入学申请，此类儿童可到具体接收学校申请就读。

当符合条件的外县区户籍随迁子女申请入学人数超
过学校学位余额时，学校采取随机抽号办法公平解决入
学。未被抽中的适龄儿童，调剂到有剩余学位的学校。
若不服从安排者，视为自动放弃在芗城区公办学校就读
机会。

又讯（记者 陈晓云）7月 25日，龙文区 2022 年秋季小
学招生工作意见出炉。招生登记时间为 8 月 1 日—2 日。

凡属施教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对照招生条件类型，由其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施教区内小学提出就学申请,填写
相应申请表格，并提交相关材料。

■漳州市实验小学龙文校区今秋开始招生

龙文区购买住宅房产业主子女遵循“人户一致”的原则
招生，同一套住宅房产六年内只能有一位适龄儿童就读（同
一学生家长合法生育的多子女除外）。产权要求:报名时提
供的产权证明，产权份额占比须达该住宅产权 50%（不含）
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漳州市实验小学龙文校区今秋开始招
生，施教区范围为“九十九湾以东、石仓北路以西、北仓路以
南、长福路以北的区域及东屿社区(仅限原住民）”。

其中，施教区范围内居民小区：东裕花园(安置在东裕
花园的龙文区户籍且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国贸润园、三
盛璞悦湾、融信漳州公馆（融信壹号府）。东屿社区(仅限原
住民，不包括适龄儿童及其父母2014年5月31日后迁入或
寄户的）。

如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招生数，则采取摇号招生。此外，
本施教区内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划入漳州市第二实验小
学龙江分校。

■随迁子女入学需在龙文区居住满半年及以上

龙文区非本区户籍随迁子女入学需提供如下材料：外
县区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在龙文区居住满半年及以上，
持有居住证等相关有效证明材料；其父（母）在龙文区务工
的证明或经商办企业证照。

符合条件的非本区户籍随迁子女，可向暂住地施教区
内接收外来工子女就读的学校提出入学申请。当符合条件
的外县区户籍随迁子女申请入学人数超过学校学位余额
时，学校采取随机抽号办法公平解决入学。未被抽中的适
龄儿童，调剂到有剩余学位的学校。若不服从调剂者，视为
自动放弃在龙文区公办学校就读机会。

暑假，不少家长的“诉
苦”引发共鸣：暑假，孩子居
家无所事事，整天抱着手机，
怎么办？孩子不愿意上兴趣
班，也不听从大人安排，如何
进行沟通？有媒体调查显
示，暑假有近50%的家庭，亲
子关系会亮起“红灯”。其中
最大的“破坏者”，就在于玩
与学这对矛盾。

“暑假是亲子享受美好
生活的关键期，却也是亲子
冲突的高发期。”漳州市第四
医院心理治疗师林雯雯表
示，多数孩子认为考试考完
放假了，就该好好放松，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可很多家
长希望孩子能利用暑假弥补
上学期学习的不足，甚至希
望“弯道超车”。因此，亲子
关系就越发紧张。

“家长要理解孩子的需
求，让孩子保留一些时间玩
一些自己想玩的东西，做一
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林雯
雯说，假期里，家长不要一
味只关注孩子的学业，而是
应该放下“高期待”，跟孩子
建立联结，通过开展人际交
往、社会探索、体育健身等
活动，缓解孩子对父母的心
理防御，让孩子在这些活动
中去发展认知和提高社会
能力，感受父母的情感支持，
从而拥有自我成长和自我发
展的力量。

暑假是很好地调节身心的时期，家长引导得好，
孩子上个学期的辛苦和疲劳就可以在暑期得到缓
解，同时也能为下个学期积蓄身体和心理力量。林
雯雯建议，家长可以这样做：

首先，察自己情绪，保持情绪稳定。当觉察到自
身因为孩子的问题而产生情绪的时候，可以尝试先
做物理上的自我隔离：比如单独去房间呆一会儿，做
一下深呼吸，向朋友倾诉等，我们需要想想办法稳住
自身情绪之后再与孩子沟通。在沟通前，要先试着
接纳孩子当前的状态。当我们迫切想要去改变孩子
的时候，也是孩子最难改变的时候。在亲子关系冲
突中，我们要优先考虑的是人本身，而非效率。如果
暑期与孩子的互动中，确实让自己有情绪波动也不
妨坦诚表达。切忌不要去指责，因为指责只会增加

“怨恨”，于事无补。
其次，不轻易惩罚。如果孩子沉迷手机或者网

络，家长不妨和孩子协商做好约定，制定一些条约：
每天玩多长时间手机？如果超过怎么处理？在哪些
场合不能玩手机？（饭桌、房间）约定书面化，并张贴
在家里的显眼处，让孩子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全家
人要共同遵守，形成良好的电子产品使用氛围。切
忌采用惩罚方式，比如没收手机等，如果在亲子关系
中加入“惩罚”，或者频繁使用“惩罚”，最终会让你和
孩子的关系越来越远，甚至会让孩子做出过激的行
为。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计划，丰富暑期生活，带孩
子出去旅行或者让孩子和朋友们结伴而行外出；参
加夏令营，可以交朋友，锻炼身体，学习技能；当志愿
者，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追随孩子自己的兴趣爱
好，如文学、爬山、篮球、游泳等，根据爱好去做时间
管理；去兼职，青春期的孩子对赚钱很有兴趣，增强
其社会体验。

再次，家长要以身作则，很多家长要求孩子做一
些事情，比如“你给我写作业去”，但自己却在一边玩
手机，这个就容易给孩子造成“不服气”。建议父母
把玩手机追剧的时间错开来，不要“你玩手机，孩子
在写作业”，尽量不让手机暴露在孩子眼前。

不管如何，父母要坚定暑假期间的督促和支
持。不是一味制止，多听取孩子的意见，不要把约定
变成命令和要求。

学生可以这么做：
首先，规律作息，合理安排时间。规律的作息和

安排可以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秩序感和稳定感，也会
增强对生活的掌控感，减少负面的情绪。所以暑期
我们依然要尝试通过合理规划和安排自己的时间来
帮助维持情绪上的稳定，可以适当规划每天的生活，
做一个计划表，按照计划表到点就去做应该要做的
事情。具体执行过程中如果到点了不想去做，怎么
办？建议按照计划去行动，然后再去感受你做完这
些行动之后你的感受和开始时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你可能发现并没有那么难，久而久之，你也就会形
成习惯。”

其次，找到与电子产品的相处之道。人的体验
是需要有交替的，紧张压力之后的放松是最深刻，最
舒适的。在暑期我们也可以尝试在必要的学习和活
动之后，去适当使用电子产品，就像弹簧一样，需要
压紧一下有一定的压力，释放之后才能体会足够的
放松。如果想让电子产品使用带来足够的愉悦感和
放松，那就要学会与它的相处之道，不要整天沉迷，
也无需全部禁止，切忌不要让电子产品去控制你的
时间，而是要用你的时间去安排它。

再者，觉察情绪，调节负面情绪。假期受各种因
素影响，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烦躁、焦虑，甚至迷茫。首
先要觉察到有这些情绪是很正常的，不要去否定和排
斥。情绪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未被满足的心理
需求，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放松方式帮助自己缓解情
绪和压力，比如腹式呼吸、蝴蝶拍、正念冥想等，也可
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寻找同伴支持等方式缓解情绪。

最后，保证安全是所有的前提。暑期最重要
的是要学会保证自己的安全，对一些危险的物品
和事情要有足够的警惕。如果对于安全与否无法
有自己确定的判断，可以寻求家人的帮助，帮我
们学会辨别。 ☉本报记者 陈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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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鸣蝉噪，绿荫下，孩童嬉笑探索野趣。
绳舞球跳，操场上，少年挥汗舒展肢体。
2022年的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孩子不

再沉浸“题海”、奔波于各类补习机构，而是
在经历更多彩的暑假生活，体验更多元的教
育实践。

时针拨回到一年前。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
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
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这既是工作目标，也是对人民的庄严承
诺。

言出必行，行之必果；诺不轻许，许之
必做。如今，整整一年过去，“双减”成效有

目共睹，这场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变革，
正越发深刻。

浓墨重彩，“双减”鸣锣

2021年的暑期，以《意见》的正式印发
为标志，注定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如同运笔前的起势，此前“双减”已现
端倪。

3月 6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专程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表示“培训乱
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6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
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了解社区向青
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情况，强调

“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
会上去。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里的老师

应该承担起来。不能在学校里不去做，反
而出去搞校外培训了，这样就本末倒置
了”。

其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
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
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
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
突出”。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启动会，正式成
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会议指出：“这次
机构增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作的高
度重视，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关怀，对于深
化校外教育培训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转眼入夏。在夏天的燥热中，7 月 24

日，新华社全文公布《意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
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
害群众利益行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
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
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坚
持 从 严 治 理 ，全 面 规 范 校 外 培 训 行
为”……

人们尚未完全消化《意见》内容，最敏
感的资本市场已做出反应。

“校外培训机构迎来史上最严监管，学
科培训严禁资本化运作”，在那些天被频繁
提起。

教育部很快明确，“双减”是 2021年部
党组的“一号工程”和教育督导的“一号工
程”，全力推动，要求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工作落地
见效。

8月30日，新学期开学前夕，教育部专
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秋季学期要推动

“双减”落地见效。“对于全国中小学生来
说，今年的新学年和往年不太一样。”教育
部新闻发言人说。

(下转第11版）

为了庄严的承诺
——写在“双减”政策实施一周年之际

图④：逛逛夜古城逛逛夜古城，，舔舔冰淇淋舔舔冰淇淋，，心里美心里美
滋滋滋滋。。77月月2626日日，，在漳州古城在漳州古城，，一位小朋友一位小朋友
正急切地想吃上一口妈妈手中的冰淇淋正急切地想吃上一口妈妈手中的冰淇淋。。

图②：四果汤是漳州必不可少的消暑
降温小吃，炎炎夏日来一碗最是清凉。7
月26日，在漳州古城小吃示范街，几个小
朋友正在享受美味四果汤。

图③：77月月2424日日，，在奥体中心在奥体中心，，孩子们孩子们
参加泡泡大作战游戏参加泡泡大作战游戏，，乐享清凉乐享清凉。。

图①：炎炎夏日，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
玩水。7月25日，市区某小区泳池的浅水
区，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游泳戏水。

④④
②②③③

☉本组图片由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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