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在四省市

举办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启动仪式

教育部近日部署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

生运动，弘扬爱国卫生运动精神，改善校园环境卫

生，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师生培养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教育部组织在

上海、浙江、广东、江西四地中小学同时举办新时代

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启动仪式。

在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创新方式

方法，专门制作了宣传卡通形象，大力开展健康知

识普及，向青少年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在浙江省杭州市学军小学，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兰娟通过视频与现场连线的方式为全体师

生做了权威、专业的指导。

在广东省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代表袁一灵

倡议全市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的学习生活习惯，

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健康中国、文明中

国建设贡献广州力量。在江西省井冈山市毛泽

东红军学校，教师代表王君玲倡议江西全省师生

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中央苏区光荣的革命传

统，大力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绿色校园，

共享洁净环境。 （教 轩）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扎实开展返校复学教学工作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严格落实《学生返校复学工

作实施方案》，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了万余名学生返

校学习及各项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返校前，学校通过教师自查、部门核查、督导抽

查、学生线上问卷等方式，对 369 个班级、413 门课

程、544名教师的远程教学完成进度和教学质量进

行全面摸排。针对 125门已经线上结课、98门持续

线上教学、100门线下课程教学、247门集中实践教

学等课程，按照“补齐理论缺漏、强化实践不足”的

思路，“一课一策”确定了与远程教学形成有效衔接

的复课方案。

返校后，学校实施“分班交替教学”，开放“晚

间教学时段”“双休教学时段”，确保了课程基本学

时，所有实践环节和线下课程纳入教务系统实施

精准管理。广大教师创新“在线理论+线下实践”

“在线面授+课堂研讨”“在线演示+现场实操”等

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效果。通过

及时邮递教材、持续线上教学、单独跟踪辅导、延

期补修实践等方式，确保了 3839 名未返校学生的

有效学习。 （叶智彪 聂世平 曲超男）

江西工贸职院

表彰“抗击疫情优秀志愿者”

近日，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抗击

疫情优秀志愿者”表彰大会暨第二期“我和书记有

个约会”活动，百余名青年学子线上参会，31名师生

荣获学院“抗击疫情优秀志愿者”称号。

面对疫情的考验，江西工贸职院师生挺身而

出，不畏艰险，积极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受到了

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好评，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和

青年学子的使命和担当。学院党委书记万玉青寄

语青年师生，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做爱国奋斗

的时代新人；练本领，做善作善成的时代新人；强实

干，做知行合一的时代新人。 （陶欣桐 袁孟辉）

省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学会成立

推动航空航天科学知识普及

据悉，江西省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学会近日在

南昌召开成立大会。该学会是由航空航天科普教

育工作者、科教机构、学校、航空航天产业及相关

领域的单位、基地、场馆等组成的学术型社会团

体，职能范围融航空、航天、科教三大板块为一体，

核心是打造一个综合型的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平

台，通过行业统筹、学术交流、知识普及、研学实

践、课程研发、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向民众尤其

是青少年传授航空航天科普知识，帮助他们增强

科学兴致，养成严谨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提高

创新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助力航空航天事

业的人才培养。 （周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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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已临近，为进一步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我省出台了进一步深化
高考加分改革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充
分考虑我省基础教育发展实际情况，进一
步减少了高考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
精准确定加分区域、群体、条件，确保我省
高考加分改革政策稳步实施。

◎ 加分项目有保留有调整

经省政府批准的民族乡（贵溪市樟坪
畲族乡等 8个民族乡）和按照法定程序批
准且经省有关部门向社会公示的民族村
（铅山县陈坊乡长寿畲族村等 82 个民族
村）的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
侨子女和台湾省籍（含台湾户籍）考生，可
加 5 分。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考生可加

10分。烈士子女考生、在服役期间荣立二
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
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考生，可加20分。

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实行3年
过渡期，即 2020-2022 年过渡期内加 5 分
不变，自2023年开始不再加分。

◎ 哪些考生可优先录取

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
以上奖励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
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
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
满20年军人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
上艰苦边远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
屿工作累计满10年的军人的子女，在飞或

停飞不满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空勤军
人的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军人的子
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15年军
人的子女，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残疾人民警
察，全国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雄模范(司
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一级、二级英雄模范)
的子女，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
公安民警(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的子
女，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散居的少数
民族考生，5A级青年志愿者，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取。

◎ 严格落实四级公示制

按照“谁主管、谁审核、谁负责”的原
则，明晰各有关部门在高考加分资格审核

中的主体责任、工作流程、审核规则，对审

核工作中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实行倒查

追责。严格落实省、市、县（区）、中学四级

公示制，向社会明确告知公示网站，做到

准确、及时公示，中学要公示到考生所在

班级。公示内容须包括考生姓名、性别、

所在中学、加分项目和分值、审核单位

等。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网上公

示信息须保留至当年年底。

严禁高考加分资格造假。考生本人

须对所申请的高考加分资格真实性负责，

凡以弄虚作假等手段获取加分资格的考

生，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取消其当年参

加高考报名、考试或录取的资格，同时给

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

处理，考生的违规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

诚信档案。 （综 合）

孩子考前不宜过多吃肉

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备考太辛苦，应
该多吃肉补一补，当然肉类食物可以提供
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身体必
需的营养来源。只是家长们可能忽略了，
今年中高考时间在7月份，将比往年考试时
气温要高。由于蛋白质的食物特殊动力作
用会有一部分的热量在消化过程中被消
耗，并通过体表散热。也就是说盛夏酷暑
本来就热，还吃过多的肉，则会导致由内而
外的燥热不适，可能影响学生冷静应考。

孩子备考“上火”应调理饮食和睡眠

所谓的“上火”主要原因是睡眠不足、
免疫力下降、隐性营养不良等因素导致的
一些炎症反应或不适，如口腔溃疡、食欲
减退、流鼻血、便秘、咽喉肿痛、眼睛干
涩。除了饮食清淡，不吃过于辛辣的食
物和煎炸烧烤的肉类，还要多吃新鲜的

水果和蔬菜，并且注意多饮水。每天粗
杂粮、杂豆类食物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如

小米、绿豆、红豆、紫米、薏米、山药、芋

头、土豆等；适当多吃富含核黄素、维生

素 C 和胡萝卜素的蔬菜，如菠菜、油麦

菜、西兰花、小白菜、胡萝卜、西红柿、南

瓜等。维生素C丰富的菠萝、芒果、猕猴

桃、圣女果、樱桃每天也要吃点，对预防

“上火”也有帮助。

冰镇西瓜、冷饮虽解暑，但不宜多吃

最近正是大批西瓜上市的季节，但考

生不宜吃得过多。西瓜有利尿作用，吃得过

多引起尿频会让考生过于紧张、并影响答题

思路。尤其是吃较多的冰镇西瓜很容易引

起肠胃不适，甚至是严重腹泻。除此之外，

冰矿泉水、冰糕、冰淇淋等冷饮也要适当规

避，考试那几天能不吃就不吃了。

你想成为英姿飒爽的女兵
吗？机会来了，即日起，应征报名
（女兵）正式开始了。女兵招收对
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
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
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的女生，8
月 15 日前可通过“全国征兵网”
网上报名。

8月15日报名截止

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
大学生（含在校生、应届毕业生）
在8月15日前，可登录“全国征兵
网”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截止后，
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名人
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进行排序，
择优选择初选预征对象并张榜公
示。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的女
青年，8月 16日起，登录“全国征
兵网”，下载打印《应征女青年网
上报名审核表》。女青年持《审核
表》，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
证书（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等相
关证件，按兵役机关通知要求参
加地市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初审
初检，合格者确定为送检对象并
张榜公示。

三级征兵办张榜公示

省级或地市级征兵办公室对
学历、年龄、体检和政治考核全部
合格的应征女青年，按照综合素
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依

次确定为预定新兵。预定新兵名
单（包括姓名、户籍地、学历、高考
原始总分数、综合素质考评分数）
同时在省、市、县三级征兵办公室
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
时间不少于5天。经公示未被举
报和反映有问题的，确定为批准
入伍对象，由县级征兵办公室办
理批准入伍手续，发放《入伍通
知书》。享受义务兵优待，等待
交接起运，统一输送至部队服
役。申请学费资助的，还要将加
盖有县级征兵办公室公章的《申
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
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

大学新生在户籍地应征

女兵优先征集对象包括：烈
士的子女和同胞姐妹，驻海岛、
边境、远离居民区等条件艰苦地
区的部队和其他部队（含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干部子女，本
人自愿应征并符合条件的，优先
征集。适龄青年应当在户籍所
在地应征，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
在地不在同一省且取得当地居
住证 3 年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
住地征集。普通高等学校应届
毕业生和在校生可在学校所在
地应征，也可在入学前户籍所在
地应征。大学新生在入学前户籍
所在地应征。 （华 晨）

中高考临近，给孩子吃什么么
一份考前饮食攻略送给你

“疫情初期，我和村民们一起值守防疫执
勤点、一起排查进村车辆和人员、量体温、写
记录、做消杀……虽然很累但也很充实，因为
我履行了一名大学生、一名党员应该履行的义
务。”南昌航空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大四学生张
院秀说。近日，该校党委书记罗嗣海走进学生
宿舍看望慰问毕业生，与学生交流疫情防控期
间的点滴，认真倾听同学们在战“疫”中的感
悟、启示与成长。“感同身受才能直抵心底！我
们要坚持用好战‘疫’中的故事和典型事迹，上
好青年战‘疫’思政课”。

将战“疫”生动实践融入思政课堂

近期，南大一附院援助武汉国家医疗队
受邀为昌航师生讲述了驰援武汉的 48天里
141名医护人员关于责任与担当的故事。两
小时的讲述中，多次爆发的掌声是师生们在
向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医护人员致敬，更是
对自己灵魂深处的洗礼与鞭策。“感恩不惧生
死、勇敢逆行的医护人员，正是因为他们的负
重前行，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他们是我们
心中真正的英雄。”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刘雅
欣同学感触良多。

南昌航空大学抓住契机，把中国战“疫”的
生动实践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
在思政课堂上，将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鲜活的素
材与思政课知识点相融合，课程内容春风化
雨、生动感人；在专业讲授里，坚持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领相统一，紧扣时事的学习内容和讨论

话题让学生们直呼给力；在云端班会中，全校
655个班级2万余名学生围绕制度自信、责任担
当等 180个互动话题发表近 7万条体会与感
悟；在校园互动平台上，通过视频连线，学校党
委书记、校长化身青春引路人，解答学生疫情
防控状态下的成长之困，引导学生在磨难中奋
进、在战“疫”中成长。

师生实际行动为课堂提升育人效果

除了课堂师生们的公益行动为战“疫”课
堂增添了暖意：国际教育学院辅导员钟华老
师网上“云接单”，为学生晒被子、寄就业协议
书，精准服务学生，引发热议与点赞；“乐学时
光”公益云课堂关爱行动对接南昌市第一医
院和新建区人民医院，为14名一线医护人员
子女提供学业帮扶、兴趣指导、成长陪伴等志
愿服务，令医护人员感激动容；学校义务辅导
讲师团的 10余名学生讲师为在校 1200多名
学生提供线上服务……

如今的南昌航空大学，正在统筹各方资
源和力量，有力推动战“疫”思政工作的深入
开展。打造思政“金”课、讲好疫情防疫中的

“中国故事”，增强思政课的时效性与感染
力；组织师生讲述同心协力抗疫的担当故
事，一起分享战“疫”力量；在教师中开展奉
献精神教育、科学精神教育，不断强化对教
师工作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和价值认同；
大力加强学风建设，引导学生奋发向上、担
当有为。 （刘芝平 舒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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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航把战“疫”实践融入思政课堂

1. 吃好早餐

不仅要每天吃早餐，而且还要吃好早
餐。研究表明，吃不吃早餐，早餐的营养是
否充足，会直接影响上午的学习效率，包括
短暂记忆力、逻辑思维的能力、创造性思维
能力。

2. 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建议多选用鱼虾、瘦肉、鸡蛋、牛奶、豆
腐、豆浆等等，这些食物不但含有丰富的优
质蛋白质，还富含钙、铁、维生素 A、维生素
B2和维生素D。

3. 每天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膳食
纤维，维生素C既可促进铁在体内的吸收，更
重要的一点是，它可增加脑组织对氧的利用。

4. 适当吃些粗杂粮

如红豆、绿豆、糙米等食物中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B1和膳食纤维，维生素B1本身对增进
食欲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还可以帮助大脑利
用血糖产生能量，使大脑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5. 少吃或不吃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所含能量较多，要少用油炸的
方式来烹饪食物。如果考虑口味的话，家长
可以用煎、煮、蒸、炖等方式，让营养健康得
到保证。

6.“熬夜”吃夜宵要清淡

考生临考，晚上复习一般较晚，加餐也
很正常。各位家长在准备夜宵时，要做一些
易于消化、清淡的食物，如粥、肉丝面条、蛋
花汤、馄饨等。需要注意的是，吃完夜宵不
要马上让孩子入睡。

7. 尽量少喝“提神”饮品

考试前喝一杯茶或咖啡可以让自己保
持清醒头脑，但晚上复习时就尽量不要喝
了，尤其是不宜喝浓茶、浓咖啡。浓茶及浓
咖啡中含有较多兴奋神经的茶碱和咖啡因，
引起过度兴奋或尿频会影响睡眠质量。

8. 不可过分迷信“健脑品”

许多家长和考生吃“健脑品”的原因是
寄希望于“万一有作用呢？”事实上，除了平
时刻苦学习和知识的积累，没有能够在短时
间内提高智力和学习成绩的“灵丹妙药”。

◆ 考前饮食八项特别提醒 ◆

◆ 考前三大常见问题多注意 ◆

中高考临近，该给备考的孩子吃什么？考前要不要给
孩子补营养？孩子复习太晚可以吃夜宵吗？这里给各位
家长带来一些考前饮食建议。

（宗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