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结束，神兽归笼，家长们终于可以
歇一会了。市区余女士却依旧不得闲，除
上下学接送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带两个
孩子去医院检查脊柱复原情况。余女士的
女儿今年8周岁，儿子10周岁。寒假期间，
她在不经意间发现，孩子写作业时的姿势
有点怪，提醒一下好一点，没一会就恢复原
样。在别的家长建议下，她带着两个孩子
到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运动医学科进行
诊治。

“两个小朋友的体态肉眼看过去就很糟
糕，女孩子站着明显是向右倾斜的，右侧肩
膀高、左侧低，头也偏右侧，男孩站着看过去

没有力气，很难立正，也是高低肩。”接诊医
生骆国钢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医生的
建议下，两个孩子都拍了脊柱X片。结果显
示：两人都有脊柱侧弯，妹妹胸部向右侧弯
25度，哥哥腰部向左侧弯18度。

正常人的脊柱从背面或前面看是直
的，也就是说从枕骨结节到骶骨棘的所有
脊柱棘突成一条直线。如果脊柱向左或向
右偏离了这条中轴线，并超过 10度，即称
为脊柱侧弯。驼背和高低肩都属于脊柱侧
弯。青少年、儿童脊柱侧弯，不及时发现、
及时治疗，可发展成严重的畸形，并可影响
心肺功能，严重者甚至导致瘫痪。

该院运动医学科侧弯康复治疗师张淑
益说，每年寒暑假，他们科室都会开展脊柱
侧弯训练营，帮助孩子进行恢复性训练。过
来的孩子年龄在5-18岁之间，以含胸驼背
的居多。刚过去的寒假，他们一共接诊了
100多例，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左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门对近
几年接诊的脊柱侧弯儿童青少年进行了统

计。数据显示，2018年该院接诊3000多人
次，2019年4100多人次，2020年5100多人
次，2021年达到 7200多人次，2022年 7500
多人次。“从 2018 年的 3000 多人次，到
2022年的 7500多人次，平均下来，就是每
年增长1000多例，年增长率约为25%。”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
任蒋松鹤教授说。

一家庭两个孩子都是高低肩

本报记者 潘舒畅

“老师来家访了，一来就查作业”“老师来太早，我还没起床”……随着我市中小学家访制
度的深入推进，刚刚过去的寒假，又一批孩子迎来了班主任和学科老师的到访。老师上门家
访，你期待吗？身为家长，你最想和老师聊点什么？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市区几所学校的
班主任、校长和家长，听听他们对家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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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访制度的实施，教师三年内须入户走访一次——

家校合力 寻找孩子的闪光点

“女儿班上的 2位老师来家访了！
能这样面对面地跟老师交流，跟在电话
里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开学前夕，市
民姜女士晒出了这样一条朋友圈，跟闺
蜜分享她的喜悦。姜女士的女儿在温
州中通国际实验学校上小学二年级，这
个寒假，一家三口迎来了班主任老师和
学科老师的第一次家访。

姜女士告诉记者，早在去年暑假，
女儿的班主任已开始挨家挨户对班上
的孩子进行走访，由于老师是按片区走

的，她家没轮上。这次还没放假，她就
提前跟老师约了。“两位老师参观了孩
子的书房，询问了我们的家庭情况，告
诉我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有些腼腆，让我
多带她参加社交活动，练练胆量。”

姜女士坦言，老师跟她交流的内容
细致深入，大到孩子平时在校的学习生
活，小到一次偶然事件后孩子的心理变
化，老师都记在心里，“这点挺令我惊
讶的，说明老师来之前做足了准备。”
对于老师的到访，姜女士的女儿也满心

期待，早早地打扫了房间，给花瓶插上
了鲜花，还备好了水果：“可老师最后
只喝了一口矿泉水。”

温州市绣山中学的家访制度由来已
久。每个寒暑假，绣山学子总会碰上来亲
切串门的班主任老师。据该校九年级4班
班主任韩思思回忆，去年暑假，她与学校
德育副校长、副班主任、学科教师一起走
进上田小区的3户学生家里。学业情况、
薄弱学科是老师与家长交流最多的话题，
当然还有学生的心理健康、生活习惯等。

“以前我们在钉钉群发通知，总有几个反
应特别慢的家长。真正走到学生家里后，
看到他的父母还有那么小的孩子需要照
顾，顿时能体谅了。”

近日，滨江街道以开学为契机，开展“开学安全第一
课”宣传教育系列活动。街道应急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为辖区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开展安全知识讲座，讲解自然
灾害成因以及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和逃生方法。

潘舒畅

温州将有“万人技师学院”

本报讯（记者 卓扬）近年来，温州持续聚力创新
引领，提速打造区域性人才高地。日前，我市发布《温州
市政府工作报告》，在2023主要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中
明确：“推进温州技师学院扩容，实施技工教育提质增量
行动，培育技能人才8万人以上，打造‘瓯越工匠’名片。”

紧扣创建“2万人规模全国一流技师学院”总目
标，温州技师学院如何加快建设“瓯越工匠”培育新高
地？记者从学校了解到，今年，温州技师学院将实施

“攀登计划 1310”计划，聚焦扩容、精准提质、攀登突
破，全面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技工教育引领力、社会
服务贡献力。其中，重点实现三大关键突破：办学规模
上突破，实现招生 2100人以上，在校生人数步入 7000
人大关；校园建设上突破，投用一期扩建工程，开工二
期扩建工程，实现校园占地面积达500亩以上；技能竞
赛上突破，实现世赛省级集训基地、国家集训队选手的
突破，国家级竞赛奖项达40项以上，其中国家一类、二
类奖项20项以上。

同时，有效落实红色领航、铸魂育人、现代治理、办学
实力、品牌专业、教学质量、师资队伍、产教融合、办学合
作、社会服务等十大提升工程。接下来，学校还将探索

“职初”融通，建立初中招生基地校，深化推进省级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确保2023届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8%以
上，专业对口就业率85%以上，留温率90%以上，用人单
位满意率100%。全年进行社会培训68000人次以上，开
展高技能人才助力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行动，实施“百千
万”工程、“三结对”工程、乡村振兴技能竞赛工程。

温职院获世界技能赛优胜奖

本报讯（通讯员 周茹茹 记者 金叶）近期，教育
部公布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温州职业
技术学院在“智能产线安装与调试”比赛项目中获得世界
第四名的佳绩,系全市首次获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荣誉。

温职院此次参与的智能产线安装与调试”赛项以
工业企业实施的工作任务为载体，通过完成智能产线
机械部件的组装、电路安装（含通信网络）、气动部件及
系统安装等工作任务，展现参赛选手的职业素养和综
合素质，检验参赛选手针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能
力，以及工作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记者从温职院了解到，近年来学校以技能大赛为
抓手推动课赛融通、综合育人，现有全国技术能手 1
人、浙江工匠 5人、浙江青年工匠 4人、浙江省首席技
师 2人。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强化教学过程与实际
工作过程的对接，深化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的国际化发展，同时积极引入行业发展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规范，引领教学内容与产业技术技能需求的融
合，促进产教融合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浙工贸一项目入选思政精品

本报讯（通讯员 豆逗 记者 潘舒畅）近日，浙江
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以“红石榴工作室”为载体的民族
学生服务育人体系的创新与实践》项目入选教育部
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这也是温州高
职院校唯一入选的项目。

一直以来，学校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托
“红石榴”工作室等载体，面向全校各民族师生广泛开
展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政策解读等工作，探索出了“有
形、有感、有效”的民族学生特色培育路径，蕴育出了卓
有成效的服务育人品牌。

学校不断优化民族学生资助政策，把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纳入“奖、助、贷、勤、补、免”多位一体的资助体
系，实现民族学生“应助尽助”；建强用好“网络思政”，
做精做强“新疆古丽在温州”抖音号，打造“疆来的榜
样”等育人栏目，挖掘专业课程资源，创设个性化、特色
化教学模式，党员与民族学生结对；增设技能实践课，
引导民族学生高质量完成专业实践，培育工匠精神、职
业精神；充分挖掘温州红色文化资源，将其嵌入思政实
践教学中，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将红色文化植入民族
学生的基因中。

好期待
家校协同成合力

家访是深化一线学生工作，促进家校社协
同育人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
升育人成效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温州市中小
学家访工作指导意见》的出台，每年的寒暑假，
伴随着严寒和酷暑而来的，还有我市中小学班
主任的家访工作。

根据《意见》，中小学家访要本着“教师全员
参与、家庭全面覆盖、社会协同保障”的原则，建立
以班主任、心理教师为主体，学科教师及学校行
政干部全员参与的家访工作队伍。面向全体学
生，走进每一个家庭，每学期与每位学生的家长
直接沟通联系至少1次，原则上三年内对每位学
生入户家访一次。注重集中家访与日常家访、全
面家访与重点家访、个体家访与分组家访、线上
家访与线下家访相结合，教师与家长交流应诚恳
亲切，避免“训导式沟通”“告状式家访”，严禁借家
访之名接受家长礼品、礼金和宴请。

据温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
市的家访率全面提高，但家访效果有待考量。
教师完成任务、家庭鸡飞狗跳、孩子提心吊胆的
情况时有发生。如何让家访工作更“走心”？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书记、校长黄慧
认为，数字时代可以让家访更多元化，通过进一
步优化家访形式，在家访过程中给予孩子展示
自己的机会，与家长探寻孩子的可塑路径和可
为空间，形成良性的家访生态。

温州大学法学院徐旭东表示，家访制度不
能流于形式，走个过场。在家访中，教师应根据
学生特点，与家长共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
育策略；对家庭教育理念确有偏差的家长，进行
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要及时整理家访记
录，建立学生家访信息档案，做到一人一案，通
过多种形式对家访效果进行持续追踪，评估家
访效果是否明显、改进措施是否落实，并及时调
整和改进培养方案。

“路线：天成—岭底—雁荡—黄华—七
里港—翁一，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10点到
家，马不停蹄走了9家。”这个寒假，乐清市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高三段2025班班主
任黄玮尔奔走在家访的路上。

与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她带上了正、副
班长和课代表，有时候还有学科老师助阵，
家访队伍可谓“浩浩荡荡”。“之所以想到要
带着同学一起串门，主要是想调整一下由
老师主导的家访模式。之前老师说得多，
学生难免会紧张，带上班上同学一起，话匣

子一下就打开了，气氛也轻松不少。”
家访的第一天，黄老师并未事先

通知，上午 8 时多按响了第一位同学
家的门铃。“结果吃了闭门羹，那位同
学还在睡觉，被我抓个正着。”黄老师
告诉记者，由于疫情形势的变化，那段
时间学校在上网课，要求孩子在家照
常进行早、晚自习。后来，她要去家访
的消息就在班级群传开了。“比较欣慰
的是，掐指一数，2天走访的学生中有
6 位还是跟着学校作息在家很努力地

学习。学生们很诚实，在被窝早自习
的也如实交代。明儿调整下早自习时
间，迟点开始。”

黄老师说：“从老师的角度讲，我们
很希望和家长面对面坐下来聊一聊，最
适合的地点是孩子生活的场所，人员是
和孩子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通过家
里的摆设、整洁程度等，我们能大致了
解孩子的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给孩子
的成长提出合理的建议。

对于家访，她也提到，即便学生家庭
情况不一，入了一个家，至少在那段时
间，老师、家长全身心只关注这一个学
生。“这个时间点就是唯一的，平时在学
校很难做到。”

好惊喜 老师来敲我家门

好惊讶 老师进门就“查岗”

滨江街道开展安全宣教活动

脊柱侧弯已成青少年第三大健康“隐形杀手”，温医大附二院门诊每年新增25%

你家孩子坐得“直”吗 警惕脊柱侧弯
政协委员提议对中小学生进行全员普查

本报记者 曾云毕

“医生，孩子的肩膀怎么一边高一边低，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新学期，市民余女士带着女儿
焦急地走进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运动医学科。

经医院检查，余女士被吓了一跳：年仅8岁的女儿，胸椎竟出现25度的弯曲。医生说，脊柱侧
弯已经继肥胖、近视之后，成为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这个寒假，他们就接诊
了100多例，同比去年又增加两成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近五年，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正以每年25%的速
度在递增。驼背和高低肩越来越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去保护他们？

在今年温州市两会上，市政协委员、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薛继雄提
交了《关于开展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普查
的提案》。

提案提出，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
柱侧弯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并且还在以每
年3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运动医学中心近3年来为5000多名
学生进行了公益筛查。结果显示：学校内
筛查脊柱侧弯阳性率为3-4%，医院内义诊

及门诊筛查阳性率为10%左右，社区、图书
馆等地区筛查阳性率为 3%。脊柱侧弯已
经继肥胖、近视之后，成为危害我国儿童青
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我市现在还未全面普及儿童青少年
脊柱侧弯普查工作，只是开展部分抽查。
薛继雄建议，教育部门要针对中小学生脊
柱侧弯问题加大筛查范围，按照全覆盖标
准，将全市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二年级适龄
学生全域性纳入筛查，并将该筛查项目纳

入每学年至少一次的体检内容；借鉴其他
已经开展该项工作城市的经验，利用非X
光类的背部成像设备，探索先进、科学、高
效的筛查方式，由政府主导建立温州地区
适龄学生全程的脊柱健康数据库，依托大
数据分析手段对异常情况进行及时预警，
清晰掌握温州地区儿童青少年的脊柱健
康情况；建立校—医结合联动机制，发挥
专科医院在学科和技术上的优势，利用全
市的筛查网络建立筛查、干预、治疗、回访
闭环体系，对已经发生脊柱侧弯儿童青少
年进行相应矫正及诊治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近年来

一直致力于脊柱侧弯的宣传、筛查、防治
和救助，早在2018年便联合温医大成立了
脊良正姿公益联盟。“在联盟的推动下，家
长们越来越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主动就
诊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脊良正姿公益服
务联盟负责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副院长王向阳教授说，虽然群体在加
大，但是，与近视防控相比，我们对孩子脊
柱健康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很多孩子来
就诊时都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期，原本可以
通过姿势纠正、运动康复、物理治疗等手
段进行矫正，最后只能手术，希望政府部
门今后能够加大宣传、科普、筛查力度。”

我市已开始抽查脊柱侧弯

新华社 发

经永嘉县人民政府批准，永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永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对楠溪江风景名胜区渠口文化景观区A-01地块一宗13.938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
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及规划设计要求：

具体情况以《挂牌出让须知》为准。

二、本次挂牌出让土地竞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具体竞买申请要求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三、竞得人确定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按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不设出让底价（政府保留价）。具体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四、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地点、挂牌报价增价幅度：
（一）挂牌（报价）起止时间：

2023年3月14日09:00至2023年3月24日14:30。
（二）挂牌报价的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正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三）报名及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23年3月14日09:00至2023年3月22日16:00。
（四）挂牌、报价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https://td.zjgtjy.cn/view/trade/index）进行。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进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挂牌出让须知》。《挂牌出让须知》及地块相关

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六、现场咨询：永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永嘉县南城街道县前路117号）；咨询电话：

0577-67252070。永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嘉县南城街道永兴路建设大厦三楼）；咨

询电话：0577-67269815。
七、其他需公告事项
（一）申请人必须按照挂牌须知要求办理数字证书（CA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

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具体证书办理方式见《挂牌出让须

知》。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交易采取资格后审方式，即先竞买，后

审查资格。申请人应认真、全面、系统阅读挂牌出让须知、《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规则（试行）》，对上述内容作充分了解，竞买申请人一旦提交申请，即视为接受。

永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永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2月22日

楠溪江风景名胜区渠口文化景观区A-01地块一宗13.938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永资规告〔2023〕4号

地块名称

楠溪江风景名
胜区渠口文化
景观区 A-01
地块

土地坐落

沙头镇

用地面积

总用地面积为
9292.15平方米
（计13.938亩），
其中规划建设
用 地 面 积
9292.15平方米
（计13.938亩）

土地用途

餐饮、旅馆用
地

挂牌
起始价（万元）

1394

竞买
保证金（万元）

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