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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5 月 28 日，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主办的第
三届“行知式女教师”表彰活动暨中小学德育
管理干部培养结业仪式在成都市成华小学蜀
都分校举行。第三届“行知式女教师”获奖人
员、中小学德育管理干部培养学习班成员、各
中小学校选派的教师代表以及关心教育的专
家和嘉宾齐聚一堂。活动旨在表彰获奖教师
们对教育事业的坚守与热爱，她们是“四有”好
老师的杰出代表，用实际行动诠释教育内核。

在专题分享环节，来自四川天府新区第
四幼儿园的卢姚、四川天府新区实验小学的

李佳芸、成都市金牛区实验中学的陈文静、成
都市成华小学的陶雨晴、成都高新区云芯学
校的王晓波、成都市田家炳中学的曹莉、大邑
县北街小学的凌涛以及四川天府新区永兴小
学的高羽等优秀教师分享了他们的教育经验
和心得。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四川省特级教师、成都
市学科带头人、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李
其玉作专家报告，为大家带来前沿的教育理念
和思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军

为进一步深化垃圾分类宣传、践行绿色低
碳的生活理念，洪河中学近日开展了“红领巾
进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少先队员们走进
玉石社区，随机采访社区居民、调查不同年龄

段人群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程度，为社区垃圾分
类提出合理化建议。同学们还向社区居民发
放垃圾分类倡议书，呼吁大家践行绿色低碳环
保生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军

日前，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
心理健康宣传周活动。全校师生围绕“遇见
生命·做更好的自己”主题，在操场上共同绘
制自己的生命树。“通过这种体验感极强的
团队活动，帮助同学们在技能学习中发现
美好、感知自我，内心充满阳光、积极健康
成长。”学校负责人说。据悉，工程职校一

直将心理健康作为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内
容，不断推进心理课程体系建设，推出校园
情景剧表演、心理健康嘉年华、团体心理辅
导、生命教育讲座等活动，营造愉悦、积极、
健康、包容、向上的校园环境，促进师生身心
健康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茵

5 月 28 日，“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创
新交流会暨精品课程展示活动”在成都棠湖
外国语学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位
国际教育专家、中小学校长及骨干教师围绕

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多元方式表达和传播中国文化等议题进
行探讨。

此次会议包括校长论坛、教师论坛和教学
展示三个平行论坛活动。棠外高中校长杜宗平
围绕“国际理解教育”介绍了学校在国际理解
教育方面所做的实践探索及取得的成效。棠
外教师韩迅围绕“国际理解的学科渗透与主题
教学”展开主题分享。教学展示环节中，棠外
教师陈煦冬带来一堂名为《国潮：中国文化的
全球脉动》的精彩课例，被现场专家点评为“借
助国际理解课堂帮助学生构建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茵

国际理解教育交流会在棠外举行

洪河中学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工程职校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周活动

成陶举行第三届“行知式女教师”表彰活动

2024 年中考临近，同学们正处于紧张又充实的
备考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哪些行为会被判
定为违纪？哪些行为是考试作弊？发现违纪和作弊
将如何处理？《成都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日前正式公布，明确
了考生及相关人员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
影响考试公平公正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按照《办法》，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
为考试违纪：携带《考试规则》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
考场且未放在指定位置的；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
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在考场或
考场周围禁止的范围内喧哗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
秩序的行为，经警告仍不改正的；未经考试工作人员
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将试卷、草稿纸
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用规定以外的笔答题或者
在试卷、答题卡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
以其他方式在答题卡上标记信息的；在考试过程中
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将答题卡带
出考场的。

《办法》强调，考生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
的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扰乱考场及考试工作场所秩序：比如
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内容、答案、图像等信息的；
故意扰乱考点、考场秩序，经教育不改正的；拒绝、妨
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经教育不改正的；威
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
人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意损坏考场设施
设备的；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考生有以
上所列行为之一的，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并
取消该科目考试的笔试成绩。

考生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考试作弊行为将记入其
综合素质评价表。考生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对做出的
违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考生违规处理告
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成都市教育局提出复核申
请。成都市教育局应对处理决定所认定的违规事实
和适用的依据等进行审查，并在受理后 15 日内，按
规定作出复核决定。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

事关中考 这些行为千万不能有

2024中学生多途径学业规划
线下交流会即将启幕
近百所成都优质高中齐聚，知名学业规划师现

场支招⋯⋯备受瞩目的 2024 中学生多途径学业规
划线下交流会将于6月15日在西南交大九里校区詹
天佑体育馆拉开帷幕。届时，七中东部学校、石室天
府、七中万达、七育东湖、北二外成都附中、成都二
中、川大附中、成外、实外、嘉祥等近百所高中学校相
关负责人将齐聚一堂，为中学生家庭现场答疑。

近年来，随着成都高中教育的不断发展，各学
校在教学质量和声誉上均有所提升，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成都高中学校多样化

的办学模式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
为了满足学生的多元升学需求，2024 中学生

多途径学业规划线下交流会将聚集市内知名高中
学校，邀请学校的校长、负责人与家长“面对面”。
作为连接学校、家长和学生的重要桥梁，活动旨在
为参展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一个与学生和家长面
对面的机会，同时也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全面的高中
教育信息和选择。通过本次展会，家长和学生可以
更加深入地了解各类高中的特色和优势，从而帮助
大家做出更加科学的教育决策。

新 闻 链 接

去年，由成都日报教育周刊主办的“成都高中
零距离”直播收获了近百万的浏览量，今年这一品
牌栏目将继续同期上线。届时，四七九系、嘉祥、成
外等成都优质高中相关负责人将走进成都日报5G

演播室，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直播内容。他们将为中
学生家庭的学业规划及教育问题答疑解惑，展示成
都优质特色高中群体的风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谢函颖 冯俊杰 杨军 陈茵

“成都高中零距离”直播即将上线

覆盖家长社群：本次交流
会将联动成都本地家长平台，
覆盖 200+本地家长社群，汇聚
数万优质生源群体。

做好一对一咨询服务：升
学专家团坐镇现场，提供专业
咨询服务，解答家长疑惑。

名校面对面：各高中学校
校长、招生负责人将亲临现场
与家长面对面交流。

教育专家分享：邀请升学
专家为家长们提供升学规划、
教育心理等方面的讲座。

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学校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
成都高中教育的发展。

此外，针对广大学生及家
长的需求，涵盖 2024 中考政策
解析及中考志愿填报技巧等内
容的多场精彩讲座将轮番上
演；知名学业规划指导师、国
际生涯规划师现场为家长支
招，立足考生实际规划学生的
职业路径，让学生的学业之路
更加宽广。

交流会
亮点抢先看

数数 说成效

活力四射的健美操舞蹈、英姿飒爽的武术
表演、耐心细致的医师义诊、通俗易懂的控烟
知识宣讲⋯⋯随着倒计时点亮大屏幕，活动正
式启幕。

“世界前八种致死疾病中有六种疾病都与
吸烟有关，烟草烟雾中至少有 69 种是致癌物。
目前，我国现有吸烟者超过 3 亿，每年死于吸烟
相关疾病者超过 100 万人，约 7.4 亿人遭受二手
烟的危害，死亡超过 10 万人。不仅传统的卷烟
对健康有危害，现在风靡的电子烟同样对健康
有危害。”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陈沙宁在致辞中
说道，不论是电子烟的烟液成分，还是其加热以
后产生的气溶胶，都存在着健康风险。近年来，
电子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有使用增
加的趋势。

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
系，保护青少年不受烟草危害是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关键。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控
烟工作，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成都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不仅规定公共场所的
室内区域禁止吸烟，还特别规定托儿所、幼儿
园、中小学校、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校外
培训机构以及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妇幼保健院（所）、儿童医院等未成年人集
中活动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也禁止吸烟。

一年多来，全市各级、各部门不断完善控烟
机制，大力开展控烟宣传，深入推进无烟环境建
设，不断加强社会面治理，严格控烟监督执法，
全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2023
年全市 15 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23.4%，较
2021年下降了1.5%。

问：哪些场所是禁止吸烟的？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庹晓莉：首先，公

共场所的室内区域禁止吸烟（餐饮娱乐服
务场所、住宿休息服务场所符合要求的室
内吸烟区域除外）。民用机场、铁路车站
的控制吸烟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其次，这些公共场所不仅室内区域禁
烟，室外区域也同样禁止吸烟：托儿所、幼儿
园、中小学校、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
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等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
所；妇幼保健院（所）、儿童医院；体育场馆、
演出场所的观众席和比赛、演出区域；对社
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人群聚集的公共交
通工具等候区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室外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市和区（市）县
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举办大型活动等工作需
要，划定临时禁止吸烟的室外区域。

问：成都对于公共场所吸烟处罚是如
何规定的？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庹晓莉：《成都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个人违反条例规定，在禁止吸
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有关部门按照
第十七条规定的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五十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在学校、幼儿园
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
烟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健康成都 共建健康和谐城市

▶2023 年 全市 15 岁及以上人
群吸烟率为23.4%，较2021年下降了1.5%；

▶2023 年 全市开展日常控烟
检查共 31.6 万户次，定期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2.1万次；

▶2023年 全市无烟党政机关、

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无烟学校的建设比例
分别达到100%、91.1%、99.9%，超过健康中
国行动工作要求；

▶2024 年以来 已督导餐饮

单位 11.4 万户次，指导规范张贴禁烟标识
10万余份。

携手打造政府、社会、个人共建共治共享的控烟格局

成都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取得成效效
“营造无烟环境，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

会、单位、个人的共同努力⋯⋯”5月31日，第37个世界无烟日当天，成都市卫健委联合市
文明办、金牛区政府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为主题，在天府艺术公园举行宣传活动。

以此为契机，市卫健委呼吁：希望社会各界对控烟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落实每
个单位、家庭、个人的健康责任，积极响应控烟倡议，主动作为，共同努力为青少年营造一个
健康成长的环境，携手打造政府、社会、个人共建共治共享的控烟格局，为深入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哪些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公民都有哪些
权利义务？电子烟较卷烟是不是相对安全
呢？带着这些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
专家、成都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刘熹以互动问
答的形式进行了宣讲。

围绕主题，金牛区西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蒋静宣读了倡议书，号召大家立即行
动起来，珍爱生命，远离烟草，携手共建无烟
健康环境。

将川剧变脸、熊猫、火锅等元素巧妙融合；
一把大伞护住了孩子和花朵⋯⋯据市卫健委
爱卫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3 月到 5 月，该委
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首届控烟海报征集活动，加
强对全市居民控烟科普宣传，推广无烟理念，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此次征集活动分为成人
组（16 周岁以上）和儿童组（3 岁至 16 周岁），市
民将自己的海报作品通过邮箱提交后，我们邀
请省、市专家对作品进行了集中评选。”

在这场充满创意与激情的比赛中，众多优
秀作品脱颖而出，展现了大家无尽的想象力与
才华。活动现场对一批优秀作品进行了表彰，

《无烟蓉城》《烟奄一息》《吸烟伤害的不仅是你
的身体》等获奖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

共“画”无烟未来

获奖作品吸引市民目光

深入推进无烟环境建设

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下降

禁烟标志沿用旧版

现场督导并限期整改

现场活动结束后，市城管委、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卫计监督执法支
队等单位执法人员“集结”成一支联合执法队伍，
围绕友谊小学周边展开了一场控烟执法检查。

检查组一行首先前往茶店子公交站候车
大厅进行检查，发现候车厅内的禁烟标志仍旧
沿用旧版，没有及时更新。随后，在对车站内
几家售卖食品的商家进行走访时，也发现了同
样的问题。

“最新版本的禁烟标志从 2023 年 1 月开始
实施，与以前的标志相比增加了电子烟、罚款
范围和举报电话等信息，旧标志必须进行更
新。”市爱卫办相关负责人解释说，除标志是否
更新以外，此次执法检查还包括控烟管理制度
是否完善、控烟举报电话是否公示、是否存在
违规吸烟等内容。

在这场控烟执法检查中，联合执法队伍共
计检查 25 个公共场所，对发现的 6 个问题进行
了现场督导并限期整改。接下来，我市将进一
步加大控烟监督执法力度，尤其是加强对中小
学校及其周边的监督执法，及时查纠处置违反

《成都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行为，为青
少年营造无烟健康的成长环境。

新新 闻延伸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胡瑰玮
供图 市卫健委

优秀海报作品《烟奄一息》

第37个无烟日主题活动在天府艺术公园举行

《条例》明确界定了禁止吸烟场所

控烟海报征集活动优秀作品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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