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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育厅印发《关
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
天开设一节体育课的通知》，
要求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所有
公民办学校从2024年秋季学
期开始必须每天开设一节体
育课，上下午各开设一次 30
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保障
学生每天两个小时体育活动
时间。淮南各中小学校积极
响应，纷纷开展各类体育活
动。

图为淮师附小山南校区
小学生在体育课上开展足球
训练。

本报记者 陈彬 摄

体育课

天天见

本报讯（记者 柏雪）又是一年开学季，为增强铁路沿线中小
学生爱路护路意识，淮南东站派出所民警以法制副校长的身份
走进淮南英才中学东校区，倡导学生争做“小小铁路安全宣传
员”。

活动期间，民警们围绕着铁路安全常识、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
深入浅出地讲解铁路安全的重要性、常见的安全隐患以及如何避
免这些隐患。讲解过程中，民警还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教学，
让学生们了解破坏铁路设施、击打列车等行为的法律后果，并通过
现场提问、发放宣传单页、有奖问答等形式，让学生加深对爱路护
路安全常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民警还给回答问题最多、最积极
的学生们颁发“法制安全宣传小帮手”聘书，让他们向身边的亲朋
好友宣传爱路护路知识。

活动中，学生们不仅掌握了必要的铁路安全知识，还提高了自
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

又讯（记者 付莉荣 通讯员 李兵）9月3日下午，九龙岗派出所
民警走进大通一小，开展“爱路护路”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进一步
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共同营造爱路护路的良好氛围。

“不能在铁路线附近逗留、行走、玩耍、游戏。”“禁止在线路
上行走，随意穿行，也不能向火车扔石子。”宣传活动现场，民警
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铁路安全宣传教育课，学生和民警
积极互动，踊跃回答以铁路安全知识为主题的相关问题，有效地
加深了师生们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同时，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发
放了印有“爱路护路”宣传标语的书籍、笔、文具袋等宣传品，受
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

此次宣传活动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为导向，进一
步增强了师生们“爱路护路”的安全意识，在校园里营造出“铁路安
全 从我做起”的良好氛围。

争做安全宣传“小帮手”
近期，民政部会同20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3日上午，民政部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会，会上就《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进行解读。该方案首次将流动儿
童群体纳入国家关爱保护范围，填补了民生保障领域政策空白。《行动方案》明
确，要将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
个月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流动儿童监测摸排范围，并对监测摸
排发现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自身残疾等流动儿童，建立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
台账，定期走访探视。

建立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将流动儿童群体纳入国

家关爱保护范围，并首次明确了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的工作目标。同
时，《行动方案》首次部署了开展流动儿童精准监测摸排工作，要求对监测摸排
发现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自身残疾、监护缺失、流浪、心理和行为异常的流动儿
童，以及主动提出救助帮扶需求的跨乡镇（街道）的流动儿童，建立重点关爱服
务对象信息台账，定期走访探视，加强关爱保护，保障其合法权益。

此外，还首次建立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从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等6个方面梳理了19
项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具体内容。

将为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提供监护
郭玉强表示，为推动《行动方案》的落实，各地民政部门应推动建立以市县

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为主阵地的流动儿
童关爱保护阵地网络建设；选优配强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实现专业培训全
覆盖。各地发展改革、民政、妇儿工委办、团委、妇联等部门和单位加强儿童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谋划布局，在社区增加儿童服务场所和空间。各地人民检察
院、民政等部门要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加强基层工作力量的深度合作。各地财
政部门统筹使用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根据本地区流动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
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做好流动儿童工作相关经费保障。各地加大支持社会组织
开展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资助和购买服务力度。 来源：北京青年报

我国将开展流动儿童精准监测摸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