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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8月 13日，记者从泉州市教
育局获悉，泉州市 2024 年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专业技
能培训班于日前圆满落
幕。来自泉州各中小学校
的上百名卫生保健教师齐
聚一堂，共同学习、交流学
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有效提升传染病防控和应
急处置能力。

近年来，泉州教育系

统深化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配备和使用等健康
教育，改善学校卫生条件，
着力构建高质量的学校卫
生与健康教育体系。

泉州还将心肺复苏知
识纳入中考体育与健康基
本知识考试内容，把心肺
复苏实操训练纳入中学生
《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课
程和学生军训项目内容，

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
相结合，分学段开展应急
救护、防灾避险知识宣教
和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中
学生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
普及率。与此同时，泉州
不断加强急救师资队伍建
设。近年来，市教育局会
同市卫健委、红十字会多
次举办急救公益培训班、
校医技能提升培训班等活
动，组织全市学校教职工

共 3 万余人参加应急救护
培训，学习掌握包括 AED
的使用、心肺复苏基本知
识等救护技能，有效增强
校园救护服务能力。

据泉州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市财政
共安排 2亿多元，用于支持
泉州基础教育在设施设
备、师资培训、急救教育、
学生身心健康等各方面的
提升，并将于年底前在教

育系统增配 AED50 台，培
训应急救护员 7000名。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是拯
救心源性猝死的“救命神
器”，在“黄金四分钟”内对
心脏骤停的患者给予电击
除颤，救治成功率较高。

“目前，泉州市教育系统已
配置AED432台，加大力度
让更多 AED 走进校园，有
效改善了教育系统应急救
护条件，增强了校园应急

救护能力。”该负责人说。
接下去，泉州市教育

局还将继续加强与市财政
局、卫健委、红十字会等部
门沟通协作，不断强化中
小学校急救设施设备配
置，加大急救教育经费投
入，助力心肺复苏师资队
伍建设，组织更多学校师
生员工参加应急救护公益
培训，有效保障师生生命
安全。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连日来，泉州一中、泉州市
培元中学、泉州五中、泉州
实验中学、泉州外国语学校
等学校陆续发布初中新生
均衡编班实施方案。8 月
13日，记者也从泉州市教育
局获悉，市教育局将于 8月
中下旬完成现场均衡编班
工作，届时，全市公办民办
初中学校通过全市统一的
均衡编班软件完成初一新

生编班工作。
据介绍，今年起，泉州

所有初中新生将开展均衡
编班，不设立重点班、快慢
班，已编好班级的学生名单
三年内不中途变动，特殊情
况下确需调整班级的，学校
须报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核准后进行。为进一步推
进全市初中新生均衡编班，
今年初中新生均衡编班工
作由市教育局提供统一编

班软件。各校在规定的时
间内组织现场均衡编班，所
有初中学校应公开编班方
案、公开编班过程、公开编
班结果。

在均衡编班全面落实
的大背景下，强化课堂主阵
地，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中之
重。为进一步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泉州市要求学校要
优化教学方式，注重启发

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和
跨学科主题教学，重视差异
化教学和个别化辅导。鼓
励支持初中学校以行政班
为基础，开展基础性课程
（主要在语文、数学、英语等
学科中选择进行）分层走班
教学改革和试点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等实践。同时，鼓
励探索构建有利于拔尖创
新人才和学科特长、创新潜
质学生成长成才的体制。

泉州市教育局提醒各
初中学校，市教育局已将各
校初中新生均衡编班工作
纳入责任督学日常督导范
围，并将结合期初工作检查、
招生入学检查等工作，随机
抽查各校均衡编班工作落
实情况。对在均衡编班工
作上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
市教育局将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责任，并将视情节轻重给

予约谈、通报批评、责令改
正等处罚。对公办学校，还
将依规追究相关人员和领
导责任；对民办学校，依法
依规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
生计划、停止招生直至吊销
办学许可证的处罚。对履
职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或
严重后果的学校，依法依规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切实营造规范有序、令行禁
止的良好教育生态。

泉州所有初中新生将均衡编班
今年起，不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学生三年内不中途变动；多校已陆续发布初中新生

均衡编班实施方案

教育系统今年增配50台“救命神器”
今年泉州将安排2亿多元用于支持基础教育提升

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陈秋婷） 随着夜幕
降临，泉州市洛江区的“夜经
济”也悄然绽放，市民游客在烟
火气十足的夜市中流连忘返，
为城市消费增添了新动能。

近日，记者来到洛江区
双阳街道印尼街夜市，人流
如织，小摊铺鳞次栉比，各类
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吸引着
过往食客的味蕾。“道路变干
净了，环境也更好了，消费更
方便了。”市民高先生表示。

今年以来，洛江区依托印
尼街一侧道路延伸打造双阳
街道夜市一条街，并投入200
余万元对夜市进行氛围、设
施、业态等方面的改造提升，
将 150余家摊位统一划行归
市、统一摊位区域、统一经营
时间，统一餐车编号管理，让

“夜经济”发展更规范、更有序。
据悉，洛江区的夜市不仅

在数量、体量上不断增加，在
业态上也逐渐发展成融合

“食、游、购、娱、演”等多种类
型的夜间商业集聚区，形成了
悠久、宝岛美食街等多个集美
食、玩购为一体的新夜市。

“居民下楼扔垃圾时，
只要站在对应的投放口
前，就会自动打开，往里扔
就可以了，一旁还配备洗
手池，投放完垃圾，还能洗
手……”13日上午，在金山
社区金安小区一处智能垃
圾投放箱房前，垃圾分类
投放点桶边督导志愿者张
华娟一边介绍，一边向大
家操作展示。

记者获悉，金安小区

共有 49幢高楼，全部实施
高楼撤桶，从 68个垃圾投
放点 568个桶合并优化至
13个投放点 117个桶。像
这样的智能垃圾投放箱房
共有 13座，每天上午 7点
至9点，晚上7点至9点，垃
圾转运车错峰直运，缩短
了垃圾在小区滞留的时
间。另外，投放箱房还装
有LED屏、臭氧消毒机、除
臭机、监控等人性化设备，

让垃圾收集点告别臭味。
金安社区是厦门垃圾

分类工作的缩影，从源头
上实现了更精准的分类垃
圾投放。目前，厦门市已
基本实现城乡垃圾分类全
覆盖，垃圾分类知晓率
100%、参与率超95%、准确
率达 85%，人均垃圾日产
量从原来的 1.3kg 减少到
约1kg，垃圾回收利用率超
50%。

垃圾分类“厦门模式”领跑全国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媒体团走进厦门市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探索低值

可回收物变废为宝的密码

“夜经济”
悄然绽放
泉州洛江区投入

200余万元对夜市进
行改造提升

近年来，厦门市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构建起从源
头到终端的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处理模
式，在降碳减污、节能减排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生活
垃圾如何在源头上实现更精准的分类投放？低值可
回收物是怎样进行回收利用的呢？带着这些问题，8
月13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媒体团来到了厦门市
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和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
探索垃圾分类“厦门模式”持续领跑全国的密码。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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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餐盒、一次性
塑料杯、牛奶盒……厦门
在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利
用上值得探索学习。2022
年 12月，厦门市在海沧区
投产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
物分拣中心，是全国首个
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实现生活源可回收物分拣
自动化、智能化。

记者在分拣中心见
到，智能分拣线有序运行，
环卫车收运来的低值可回
收物从阶梯状的上料机进

料口统一“出发”，经过一台
除铁器“提纯”后，金属物品
被筛选完毕，可回收物则继
续搭乘着全自动化传送机
进入各个分拣环节。

“我们创新性地开发
和运用垃圾智能化分选设
备，基于 AI 智能分选技
术，分选准确率可以达到
95%以上。”厦门市低值可
回收物分拣中心负责人江
凤凤介绍道。

牛皮纸包包是 8个废
弃奶盒回收再生出的纸

浆，再制造而成；无纺布袋
是回收废弃餐盒再生加工
而成；制服由 30个塑料瓶
制作而成……当日，在分
拣中心宣教区，记者见到，
这些由垃圾生产出来的再
生制品，焕然新生，变成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物
品。

据悉，截至6月30日，
分拣中心累计回收处理低
值可回收物 24735 吨，助
力减排4.1万吨二氧化碳，
节约2.5万吨石油。

源头上精准投放，提高分类准确率

智能分拣低值可回收物，再生日常生活物品

低值可回收物再生制品，焕然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