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广州市教育局
印发《广州市提升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行动实施方
案（2021—2023 年）》（以
下简称“方案”）的通知，
要求保证小学生每天睡
眠 10 小时，初中学生每
天睡眠9小时，高中学生
每天睡眠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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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报
道：近日，针对广州市人大代表、
黄埔区人大代表李学锋提出的
《关于治理科学城附近交通拥堵
点的建议》，黄埔区政府在答复
函中承认“前期规划建设长远性
不足”“部分路口路段交通组织
不合理”，同时提出，将从短期微
改造、中期升级改造和远期规划
建设三个方面制定优化方案，分
阶段推动交通拥堵治理工作。

回复函指出，目前黄埔区交
通拥堵问题的主要成因包括：一
是区内潮汐交通加剧拥堵，对外
通道不完善；二是内部交通发展
不均衡，路网结构不佳；三是部
分路口路段交通组织不合理；四
是交通拥堵蔓延；五是施工占道
影响大；六是客货混行严重；七
是违章停车普遍等。

回复函中分析，黄埔区现
有的主干道关键节点路口，多
采用立交桥隧道的设计，由于
前期规划建设长远性不足，导
致立交节点的辅道车道数基本
为两车道，远远不能匹配现有
车流量。为提升关键节点路口
通行效率，满足市民通行需求，
要加强推进优化既有节点立交
结构，通过拓宽辅道宽度、增设
左转或右转闸道等改造措施，
提升立交节点通行效率。目前
正对开创大道开源大道路口辅
道进行拓宽，对开创大道广汕
路口进行改造优化研究。

其中透露，针对交通拥堵问
题，黄埔区目前正在或计划开展
的相关改善措施有：完善对外通
道，强化与周边市、区的交通联
系；推动城市主干道快速化，提升
道路通行效率；优化既有节点立
交结构，匹配现有出行需求；推进
交通拥堵微改造；完善内部路网，
提高路网连通性；规范占道施工
疏解，降低交通施工影响；新建和
完善立体过街设施，提升出行的
便利性和环境；持续推进非机动
车道改造建设；发展智慧交通，提
升交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加强
对交通拥堵点的现场疏导。

交通拥堵治理不仅仅是路
口、路段改造，还涉及到路网规
划、道路改造、信控调整、公共交
通调整、停车场改扩建等多方
面，下一步，黄埔区将结合城市
发展建设，从短期微改造、中期
升级改造和远期规划建设三个
方面制定优化方案，分阶段推动
区内交通拥堵治理工作。

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加快推
进38个常发性拥堵路口节点改
造工作；二是不断推进区内断头
路打通，形成区域交通微循环；
三是推动开创大道开源大道路
口、开创大道广汕公路路口等节
点的立交拓宽改造；四是不断加
强黄埔区非机动车道建设和管
理水平；五是各部门协同推进，
共同改善区内道路通行环境，提
升城市道路服务水平。

科学城附近交通拥堵问题引关注

广州黄埔计划分阶段优化改造

白云站周边3条主干道落实路名
预计近期交付通车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鹏程、
通讯员穗规资宣报道：近日，广
州白云站周边 3 条主干道路名
正式获广州市政府批复，分别命
名为棠棠路、潭涌路、潭溪路。
道路范围西起庆槎路、东至棠涌
南街及棠新路，南起德康路、北
至华南快速干线，是白云站连通
周边区域的骨架路网。目前，3
条道路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近
期交付通车，此举将进一步优化
白云站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路名是一个地方最直观的
名片，既要凸显区域特色，也要

留住乡愁、通俗好记。据了解，
此次获批的 3 个路名均取自当
地地名。

其中，棠棠路的“棠”字取自
棠溪、棠涌，寓意永远年轻、乐观、
温和；潭涌路的“潭”“涌”取自潭
村、棠涌，“涌”字象征着源源不断
的力量和生命活力；潭溪路的

“溪”则取自棠溪，寓意刚正、谦
卑，富含百川赴海的生命力。

白云站周边道路命名的完
善，将有助于人们熟悉地域、方
便通行，进一步优化白云站道路
交通环境，擦亮白云站新名片。

广州市教育局：

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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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号线列车采用多项智能先进技术，载客量可达3460人

日前，广州地铁十一号线首列车顺
利抵达赤沙车辆段，正式“亮相”羊城。
随着新车顺利“到货”，该线路各项建设
运营筹备工作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广
州地铁表示，接下来将结合十一号线建
设进度，加快推进列车调试工作，为后续
线路的开通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通讯员 林东升 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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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节A型中国标准列车
载客量大

作为广州首条地铁环线，十
一号线是强化广州地铁线网整
体性、缓解广州中心城区交通压
力的环形骨架线路，具有线路里
程长、换乘站点多等特点。线路
全长约44.2 公里，全部采用地下
敷设方式，全线共设车站 32座，
其中换乘站24座，设置赤沙车辆
段1座。

为适配后续运营需要，该线
车辆项目共采购8节编组A型车
55 列，均为时速 80 公里 A 型中
国标准地铁列车，车长185.6 米、

车宽3.09米、车内高2.1米，载客
量可达 3460 人。列车实现了整
车标准化、功能配置化、系统集
成化、部件模块化、零件通用化、
关键部件自主化，进一步提升车
辆的服务性能和安全性能。

这是中国标准 A 型地铁列
车继广州地铁二号线示范落地
后，又一次在广州应用，也是
继十三号线启用“巨无霸”列
车后第二条线路采用 8 节编组
A 型车。

外观以灰色为主
沉稳大气

从外观设计上看，十一号

线车辆一改以往亮眼的色调，
整车车身为珍珠灰，车头以黄
金分割涂装深灰色，强化视觉
冲击，独具一格。车头前脸造
型沉稳有个性，浅黄、亮橙双色
带从车头往车身后延伸作为点
缀，寓意向上的活力和创新的
精神。

走进车厢，客室内部保持一
贯的素雅简约风格，并沿用了十
八、二十二号线的 LED 灯带、中
顶环形灯及侧顶板黑色镜面电
子标识，既通透明亮，又能提升
客室美观性和科技感。门区动
态地图和贯通道顶部分别采用
48寸、36寸 LCD屏，方便乘客及
时获取列车行驶信息。

多项技术更智能环保
安全舒适

据了解，十一号线的车辆全

面采用中国标准，应用自主化攻
关部件，具有智慧先进、绿色节
能、安全舒适等特点。

绿色节能是标准列车的重
要发力方向，列车采用永磁牵引
系统及运用综合节能控制技术，
与传统异步牵引系统相比，整车
节能15%以上；采用轻量化高频
辅逆系统，每列车减重 600 公斤
以上，进一步降低运行能耗。

此外，列车还采用多项智能
先进技术，具备自动发车、跳
跃、对位隔离等自动运行功能，
配置走行部，空调、蓄电池等子
系统状态监测系统，搭载弓网检
测、轨道检测、轮轨力检测、障
碍物检测等综合系统，能实现行
车关键设备设施的实时感知、在
线检测、故障预警、健康评估等
功能，为列车提供全方位的安全
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环线的

线路特点，列车在平稳降噪、空
气净化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列车配置变频空调、空气净化装
置，具有空气净化及病毒消杀功
能，可提升客室空气质量；车轮
安装了降噪阻尼环，减少车轮向
外辐射噪声，而客室地板结构则
采用由“隔声毡—铝蜂窝板—地
板布”组成的“三明治”结构，有
效控制及降低车辆噪声，进一步
提高乘客的舒适性。

截至2023年年底，十一号线
（火车站—琶洲—火车站）全线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96%；2 座车
站（员村和天河公园）已开通，28
座已封顶开始机电施工，1 座正
在进行土建施工，1 座进行前期
准备工作；32个区间中，1个（员
村至天河公园）已建成开通，31
个全部贯通，正在进行轨道施
工；赤沙车辆段土建完工，出入
段线已贯通。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道：1月
4日，16届58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
划》在增加普惠供给、队伍建设、要素保
障、优化监管等方面提出 20 条具体政
策措施，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工作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要求搭建街道婴幼儿
照护服务网络、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
务。根据要求，各区、街（镇）根据本

辖区 0 至 3 岁常住婴幼儿人口数量新
增 配 置 普 惠 托 位 ，稳 步 推 进“ 一 街
（镇）一普惠”婴幼儿照护服务圈，鼓
励街（镇）普惠托育机构带动多家嵌
入式社区普惠托育点共同发展“1+X”
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并落实每个社
区生活圈配置一处 0 至 3 岁婴幼儿照
护服务设施。到 2025 年，全市所有街
（镇）至少应建有 1 个公建民营普惠托
育机构。

同时，《行动计划》鼓励广州高
等院校、职业院校（含 技 工 学 校）设

置婴幼儿托育相关专业或开设相关
课程，完善中职以上各阶段学历教
育，加快培养婴幼儿照护服务中高
级专业人才。

根据《行动计划》，广州将深化技能
人才评价机制，扎实开展保育员、育婴
员、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等职业技能等级
培训和认定，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
策。计划到 2025 年，实现托育机构负
责人 100%持证上岗，托育从业人员每
年参加不少于1次技能提升培训，从业
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100%。

广州打造“一街（镇）一普惠”婴幼儿照护服务圈

目标：体测优良率≥50%
方案规定，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和大课间活动，各校基本形
成体育特色“一校一品”的教学模式，基
本实现学生熟练掌握1至2项技能。《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及格率≥
96%，优良率≥50%，优秀率≥13%。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不少
于3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不少于200所，省级校园足球推广学校
达到250所。

广州市中小学校校医配备率达
100%，且每校均按要求配备1名卫生
健康副校长。各区“健康学校（幼 儿
园）”创建率达到65%以上。加强学生
疾病防控，确保中小学生恒牙龋齿发
生率、肥胖发生率、营养不良发生率明
显下降，各学段近视率逐年下降0.5%。

发展学生心肺有氧耐力

方案要求，完善学校体育课程体
系。中小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
和标准开足开好体育与健康课程，严
禁削减、挤占体育课。规范开展体育

课程，落实体育课程“小学兴趣化、初
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进一步挖
掘整理民族民间体育，充实和丰富体
育课程内容，科学安排运动负荷。

发展学生心肺有氧耐力，各校每周
安排至少一次体能大课间活动。每节
课要安排8分钟体能练习，让每节体育
课的运动强度达到发展体质体能的要
求。同时，每节体育课要严格按照标准
设计和组织教学，个人运动密度≥75%、
练习密度≥50%。小学体育课学生平均
心率125至145次/分钟、初中体育课学
生平均心率达到130至150次/分钟，高
中体育课学生平均心率达到140至160
次/分钟，切实保证体育课教学质量。
以课程教学、课外活动及课余训练等为
载体，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效果，切实保
证学生每天进行校园体育活动，让每天
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习惯。

开展体质健康监测

完善体质健康监测管理。完善市、
区、校三位一体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
络体系和管理机制。各区教育局和学
校要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每年的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严格要求各校按规定开
展体质健康监测并上报数据，做到精
准统测，精准分析，精准指导，加强学
生体质健康管理。每年市和区级教育
部门要对辖区内学校体质健康测试工
作进行抽查，并进行排名，公布抽查
结果。对体质健康监测排名靠后的
区、学校进行约谈，明确整改事项，督
促区、学校进行整改落实，提升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

同时，要用好体质健康监测结果。
广州市教育局建立年度学生体质健康
通报制度。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
进中心根据体质健康监测所呈现的问

题，研究对策，并形成下一步工作方
案。市、区教研部门针对体质测试中的
薄弱项目开展专题教研活动，培养学生
体育兴趣，提升学生体质水平。各区教
育局要对辖区内测试结果进行分析研
判，清晰梳理存在问题，制定解决对策，
学校要结合学生个人体质健康测试结
果给予反馈和建议，以此引导学生积极
参加体育运动，养成科学锻炼习惯，促
进其体质健康水平提升。

保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

方案规定，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
长。严格按照规定的课程计划，依据
学生学习和生活规律合理安排每周课
程和作息时间，学校或教师不得以任
何理由和形式增加授课时间，减少不
必要的测试和考试，保证小学生每天
睡眠10小时，初中学生每天睡眠9小
时，高中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

方案要求，每月调整学生座位，严
格落实教室课桌椅配备符合率标准，每
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调
整，使其适应学生生长发育变化。

健全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机制，按标准配齐心理专兼职教师，每
班每两周至少安排1个课时心理健康教
育课，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开展教职
员工全员培训。

加强心理危机“预防、预警、干预”
工作，加强对师生的心理调适与辅
导，开展学生心理状况排查和动态监
测，跟踪重点学生群体并及时干预。
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
及时向师生、家长推送心理防护知识
和方法，广泛宣传心理求助热线和途
径。做好家校联动，引导家长关心孩
子心理健康，加强亲子沟通，共同呵
护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