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文艺院团迎接儿童节

宝贝们线上开起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 吴桐） 今年， 不少文艺院团把

“云”上舞台交给了孩子们。昨天 10时，上海歌剧院
“宝贝们的演唱会”在 B站、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启
直播。19时，上海民族乐团的“快乐哆来咪”音乐会
也准时上线。

自 5月 14 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邀请，

短短 10天，上海歌剧院就收到了 50位小朋友的视
频投稿，其中有不少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
的中国小朋友，年龄最小的才 3 岁。投稿的孩子们
在指定的 6首歌曲中挑选拿手作品，根据特定音乐
伴奏表演。 曲目中既有小朋友们熟悉的网红歌曲
《小跳蛙》《笑起来真好看》，也有富于童趣又十分励
志的《萤火虫》《蜗牛》，还有近年赢得儿童原创歌曲
大奖的《快乐的小马》。此外还有一首《人间》，特别
邀请爸爸妈妈献声，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

上海民族乐团的 “快乐哆来咪” 共征集到 194

个作品，包括各类独奏和各种乐器组合重奏。最终
22首作品被选中，通过剪辑和编排，让音乐会成形。

6个孩子担任了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 认真向观众
介绍每一个节目。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不少节目都
能看出他们多年的乐器功底和舞台表现力。4个小
朋友表演的阮重奏《斗牛》有模有样，让人感叹“也
太多才多艺了吧”！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重启

为抗疫医护家庭设专场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5月 30日，中国福利会

儿童艺术剧院邀请瑞金医院 21组抗疫一线医务工
作者家庭走进儿童剧《东方小故事》彩排现场。场铃
响起，大幕拉开，从演员到观众都感受到久违的剧
场演出亲切感， 观众席不时冒出孩子的清脆笑声。

儿艺剧院院长蔡金萍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有史以
来剧院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

今年“六一”，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为全市少年
儿童精心准备了一个戏剧大礼包。大礼包核心内容
是由中华传统故事改编的 2020年度剧院首部新创
儿童剧《东方小故事》，由《晏子使楚》《曾参教子》

《三尺巷》 组成。“剧院鼠年第一次开门， 演员很兴
奋，因为已经 132天没有正式舞台演出，所有人都
铆足劲，我也很感动，小观众反应很直接。”蔡金萍
表示，将争取把作品打磨得更好。

今天下午 1时，儿艺剧院将在云端为广大少年
儿童拉开马兰花剧场的大幕，为大观众小观众送上
大礼———云上儿童节直播暨儿童剧 《东方小故事》

戏剧公开日活动。 剧院联合上海市戏剧家协会、蔡
金萍儿童戏剧工作室在新浪上海和看看新闻两个
平台的直播间同时段为广大少年儿童打开中福会
儿艺剧院的大门。蔡金萍与知名主持人金炜将在云
端带着孩子们走进儿艺剧院， 走进马兰花剧场，揭
开《东方小故事》神秘面纱。400 张免费“爱心公益
票” 在直播室准备妥当，200张现场抢票，200张献
给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及弱势群体
家庭。

今日看点通过测评为科技、教育部门制订青少年科教政策、布局科创教育资源提供参考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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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泳

经过两年起草，《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今起正式施行。《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共
包含十章、一百一十条，涉及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
机构及其人员、 药品供应、健
康促进和筹资等问题。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是我国公共卫生
领域的里程碑，也将成为指导
未来很长时间内相关卫生政
策制定、行业发展的准绳。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体现的是国家对卫生
事业的高度重视。” 上海市卫
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金春林告诉记者，“此前我国
有药品管理法、 执业医师法，

但还缺一部这样的基本法。而
今这一空白被有效填补，人民
群众的生存权通过健康权来
落实，这也从顶层设计呼应了
人民群众长期关心的问题。”

专家表示，健康权或将载
入宪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第四条提出：国家
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
权。第五条则进一步对健康权
定义：这一权利根本是公民依
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第二
章基本医疗服务中明晰了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范畴，并规定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
费提供。“虽然基本法比较宏观， 但有了纲领性指
导， 包括疾控应急救治等细则问题均找到了法律
依据，在新冠疫情后出台基本法尤有意义。”金春
林说。

记者翻看基本法，与新冠疫情相呼应的是，第
十九至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应对传染病疫情中应
担负起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九条要求国家建立健
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体系，有效控制并消除危害；

第二十条要求建立传染病防控制度， 制定传染病
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加强预警，任何组织和个人
应当接受并配合医疗卫生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
察等措施。业内专家认为，基本法的出台将更有利
于地区落实、完善地区政府规章制度，政府财力人
力倾斜公共卫生等均有依据， 以此最大力度保障
民生健康。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在酝酿阶段备
受国内外医务工作者及业内专家学者关注重视。全
球权威期刊《柳叶刀·公共卫生》肯定了《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象征意义。

记者采访中获悉，《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 立法目的之一是助力实现 《健康中国 2030》倡
议———到 2030年中国实现关键卫生指标。 金春林
表示，“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受得到福祉，地方政府完
善落地细则及实施意见至关重要，唯有这样，才能
真正落在老百姓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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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科学实践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初步结果首次发布，形成“知意行”指标体系

■本报记者 俞陶然

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科技创新未来发展，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何为科创中心储备
一批具备较高科学素质的人才？昨天，一项关
于上海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的初步结果首次
发布，显示 9—11岁青少年的优势在于对科学
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掌握；12—15岁青少年在科
学精神维度上的成绩尤为突出；16—18岁青少
年的优势在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领会。

测评结果还显示， 上海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
力、科技创新能力需继续稳步提升。

建原创试题题库进行测试
上海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课题组集聚本

市高校、科研院所多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

探索解答了 3个主要问题。

在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界定方法方面，课
题组已建立 6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

并对指标进行科学依据、意涵界定、逻辑关系、

测试之关注点的解读。一级指标分别为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实践
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课题组还将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归纳为“知”，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归纳为“意”，将科学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
归纳为“行”。

在对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测试方法方面，截
至 5月底，课题组已建立近 1200道含有原创试
题的题库。这些题目设定某个情景，让青少年作
出判断， 不仅能考查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等方面
的掌握情况， 更能考查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力
和科技创新能力。例如一道“旗杆影子”题，题干
表明在“六一”儿童节早上的上海某学校操场，

一根旗杆在阳光照射下在地上形成一个影子，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旗杆影子的位置和走向会
发生变化。要求从 4张示意图中，选出符合当天
15时旗杆影子位置和走向的示意图。

命题专家分析说，这道题用于测评 12—15

岁青少年，反映出科学素质的“知、意、行”效
度，包括地理基础知识、物理光源产生影子、光
影同步变化规律、联系具体时间的逻辑推理思
维、 结合生活实际的科学实践能力， 体现了 6

个一级指标的不同占比，能综合考查青少年的
科学素质。

在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量化指标方面，课
题组采用建模方法来比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
科学素质实际水平，通过数据统计建模进行解
释和分析。

创造条件让青少年做实验
如何让上海青少年的科学实践能力、科

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课题组专家介绍，2016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市教委、市科委依托

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在全市布局 30 多个上海
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下设 108 个
实践点， 已有 2664名教师与 11220名学生参
与全年 40 课时的研究型课程学习。在科研人
员指导下，进站学生查文献、做实验、写科学
报告等，其科学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明显
提升。“今后， 各实践站每年都会接收一定数
量的高中学生， 引导更多青少年走上科技创
新道路， 也为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提供必要
条件。”

已有 18年历史的上海市青少年科创品牌
项目“明日科技之星”，也是一项旨在培养和提
升青少年创新和实践能力的活动。课题组专家
说，去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有一道动手
题令人印象深刻———给学生一根 2 米长的铅
丝，要求他们制作一辆自行车模型，铅丝不能
剪断也不能剩余。“孩子们的表现差异很大，有
些孩子善于观察生活，能自己画设计图，再根
据图纸做出自行车的主要部件，有的孩子则表
现不够理想。这种工程创意思维和实践动手能
力，需要在青少年时期加以重视和培养。”

据悉，上海第二次青少年科学素质测评将
于今年 7 月进行， 计划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
5000名青少年。目前，课题组正在完善指标体
系、扩容并优化题库，希望通过测评为科技、教
育部门制订青少年科教政策、布局科创教育资
源提供参考。

本市出台“硬核”举措关爱困境儿童，今起实施

父母有能力却不抚养孩子？追索费用！
■本报见习记者 顾杰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千
万孩子们的节日里，一群“特殊”的儿童获得一
份特别的关爱。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由市
民政局联合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发改委、

市教委、市公安局等 13个部门共同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今起正式实施。

根据《通知》要求，本市将通过落实基本生
活保障，加强医疗和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
和教育救助等渠道，进一步加强针对困境儿童
的保障。同时，将通过督促落实监护责任、强化
安全保护机制、 增进日常关爱服务等方式，进
一步加强对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
服务工作。

医疗救助不再核定家庭收入
所谓困境儿童，是指在出生、发育和成长

过程中，遇到特殊困难境遇的儿童群体。比如
受虐待儿童、长刑期罪犯子女、贫困家庭儿童
等儿童，这些儿童虽然有父母，称不上孤儿，却
面临着“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

为此，《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本市困
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事实上，自 2018

年起，上海已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困境儿童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每人每
月发放 1800元基本生活费；2019年，又将保障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900元。同时，在保障群
体范围上，上海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
不仅完全覆盖要求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还拓
展增加了 “因家庭监护不当导致陷入困境”的
儿童群体。

除了基本生活保障，《通知》还对困境儿童
在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救助做出了细致的规
定。在医疗救助方面，《通知》要求全市各区对
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按规定实施医疗救助，分
类落实“资助参保”政策的要求。《通知》还明
确，将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参照本
市低保家庭成员给予医疗救助，不再核定其监
护人家庭实际经济收入。在教育资助和救助方
面，《通知》明确，本市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对象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等 4个阶段，均参照孤儿标准享受教
育资助。

有能力却拒不抚养可追索费用
在困境儿童群体中，还有一类儿童，他们

或是被父母遗弃，或是其父母明明有能力却未
履行监护责任，有的儿童甚至因为监护人放任

不管而成了“流浪儿童”，这部分儿童，也是困
境儿童保护制度重点关注的对象。

对此，《通知》强调，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
务而拒不抚养的父母，民政部门可依法追索抚
养费。同时，《通知》还要求公检法等部门要依
法打击监护侵害、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
责以及其他各类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
为。 在强化安全保护机制落实方面，《通知》明
确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市困境儿童安全保护
工作操作规程，开通热线受理平台，建立“一口
受理、协同处置”安全保护工作模式。在加强日
常关爱服务方面，《通知》明确要求必须着重从
家庭探访、临时救助、控辍保学和法律援助等
多方面入手，同时注重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
团组织优势，提升关爱服务能力。

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需要更多耐心和细
心，这离不开相关工作队伍的建设。为此，《通
知》要求，加强针对困境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障工作的基层工作队伍建设， 同时，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相关工作。

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知》

明确，将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障工
作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
买未成年人社会工作类社会组织和心理服务
类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

本报讯（记者 诸葛漪）“乖乖牌”小狼卢卡斯脸戴
墨镜、脖挂金链，跟着动感的节拍跳起抖音热曲；“端
庄优雅”的芭蕾舞女孩变身未来荧光舞者。舞台上“一
本正经”的木偶们走进直播间。昨天，1960年 6月 1日
建团的上海木偶剧团在抖音与 B站直播间， 互动抽
奖、云切生日蛋糕，邀请观众们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

深受观众喜爱的《最后一头战象》中的大、小象噶
羧作为惊喜嘉宾也出现在直播间， 掀起互动热潮。谈
到如何想到让小狼卢卡斯跳抖音热舞， 演员文雅表
示：“木偶不仅有传统剧，也加入很多时尚元素。小朋
友特别聪明，接受新事物特别快，我们要打造自己的
木偶小明星。”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直播当然少不了
传统技艺展示，杖头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皮
影， 久未登台的演员们努力将最完美的一面借由木
偶呈现给观众， 希望通过直播平台让更多青少年认
识、了解木偶。

少年发明湿垃圾专用袋
本报讯 （记者 许沁）在松江九亭一家生

鲜超市，“白菜拉拉袋”在陈列架上挂得满满当
当。由闵行区文来中学八年级学生施源发明的
这种垃圾袋日前进入超市销售。父子俩还在抖
音平台开通直播带货， 平均每只价格不到 4角
的拉拉袋，目前大约每天可以销售一万余只。

“白菜拉拉袋”外包装上的环保标签印有
“不脏手、不破袋”，以及垃圾袋的使用说明。

施源坦言，发明白菜拉拉袋，源于自己生
活中倒垃圾的经历。为了倒湿垃圾破袋时不湿
手，他琢磨是不是可以在塑料袋底部装上绳子
或带子，帮助倒湿垃圾。在爸爸和好友支持下，

施源着手设计并反复实验。很快，白菜拉拉袋
1.0版产生：一根辅助带，一端固定，另一端方
便撕断，这样，倒湿垃圾就不会弄脏手了。小家
伙不断追求完善， 在师长和朋友的帮助下，如
今拉拉袋已改良升级至 6.0版。

小发明解决了生活中的难题， 施源凭借
《基于垃圾分类的厨余垃圾专用袋 “白菜拉拉
袋”的设计与实现》项目，获得第 35 届上海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一等奖。如今，拉拉袋已在淘宝、微信小程序上
架，受欢迎程度远超父子俩预期。

演员们呈现皮影舞蹈《乌鸦与狐狸》。

抗疫医护人员子女征文演讲颁奖

倾诉“我想你”“请放心”

本报讯（记者 龚洁芸）昨天，上海新冠肺炎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主题征文演讲征集活动
颁奖仪式在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举行，以
学生视角记录家庭成员中“最美逆行者”亲历战
疫一线的事迹，致敬战疫英雄，分享成长感悟。

活动自 3月份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征文
336篇，演讲作品 160个。经过专家评委的初、

复评，共评选出征文作品特等奖 20篇、一等奖
23篇、二等奖 85篇、三等奖 139篇；演讲特等
奖 10 个、一等奖 22 个、二等奖 49 个、三等奖
54个、 参与奖 87个。10位同学组建线上演讲
团将在主流媒体和教育平台展示。

颁奖活动进行了部分获奖演讲、 征文作
品展示。 上海市东方中学的邢思贤同学演讲
《我的英雄妈妈》， 杨浦小学分校的林鑫浩同
学带来演讲《“最美的”抗疫战士》。“我想你”

和“请放心”是参加本次演讲征文活动的孩子
们说得最多的话语，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医
护人员“身后”默默地守候。

这个儿童节，小朋友们这样过

“云探秘”揭秘科技防疫
“云课堂”收到父母来信

■本报记者 许沁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不少活动因为疫情
改到线上。在这个特殊的“六一”，孩子们最渴望
收到怎样的节日礼物？怎样过儿童节才有意义？

“云”探秘成了特别儿童节礼物
昨天，中福会少年宫推出特别的“六一”行

动———“童心童愿‘云’探秘、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这堂线上节目通过镜头语言，从儿童敢想
乐想、充满好奇的独特视角，带领少年儿童前往
联影医疗、之江生物、上海市疾控中心、上海电
信信息生活体验馆、盒马鲜生等，探寻科技助力
疫情防控，用智能技术化解民生难题的奥秘。

在联影医疗科技展示厅， 中福会少年宫
“探秘小分队” 的孩子们采访了研发人员如何
打破壁垒、突破瓶颈，解决创新过程中的实际
困惑，研制、生产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助力医院
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筛查与诊断。在之江生
物实验室，小伙伴围着之江生物赴鄂小组队长
王凯，详细了解“猎毒高手”———核酸检测试剂
盒以及相关仪器研发、生产和使用过程。

“原来，我们能安心‘宅’生活，是因为有了
高科技的支持、 物流配送人员不辞辛劳的付
出。”完成心愿探秘的旅程充满乐趣，孩子们更
收获了感动，有孩子说：“它成了我收到的最为
特别的‘六一’礼物。”

给孩子写封信用心陪伴成长
儿童节前夕，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嘉定

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家委会拟了一封给孩子
们的信，通过学校“云课堂”官微发送到每一位
家长手中，再由爸爸妈妈署名后交给孩子们。

每到“六一”儿童节，卢湾一中心小学总会
提出“陪伴”这一主题。此前学校发给爸爸妈妈
“请假单”， 便于他们向单位请假陪伴孩子过
节；也曾组织拍摄温馨视频，讲述亲子故事；还
曾记录过家长一年前承诺孩子的小计划是否
达成。校长吴蓉瑾说，今年由于疫情，让亲子相
处的时间变得更长， 从一日三餐到上课作业，

因为这段宅家经历， 不少家长开始深入思考：

怎样的陪伴才是孩子需要的？

以往有的家长认为，陪伴就是在一起，比如
一起吃顿孩子喜欢的美食，或是去想去的地方。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意识到，陪伴更重要的
是彼此的心在一起。 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
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郁琴芳看来， 全天候
地陪伴孩子，父母不仅仅是照顾孩子日常起居，

其实更需要关注孩子学习之外的情绪情感状
态。经常和孩子情感互动、情感交流，才是家庭
幸福之根本。 家长虽然不能代替孩子去感知世
界，但需要了解、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在一起
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体谅、相互尊重和相互扶持。

上海木偶剧团直播庆“六一”

打造木偶
“小明星”

沉睡了四个多月的大象噶羧，躲在帘幕后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场了。 均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