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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陈仓医院CT、核磁共振室项目规划公示
相关利害关系人 ：

近日，宝鸡市陈仓医院向我
局申请审批CT、核磁共振室总
平面规划方案。项目位于陈仓汽
车站以东、西大街以北、公园西路
以西、西堡村以南，项目新建建筑
面积约为 300 ㎡。经我局审核,
宝鸡市陈仓医院CT、核磁共振
室项目总平面规划方案符合相关
规范、规定要求。

现将该总平面规划方案予以
公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公示期间，相关利害关系人对
该总平面规划方案如有意见和建
议，请以书面或者电话形式向宝
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详
细内容请在项目现场或宝鸡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看）

公示地点：项目现场、《宝鸡
日报》、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网站

公示日期 ：自发布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高 工
联系电话：3260255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 年 6 月 4 日

设计说明:1. 本设计依据甲方提供的地形图、验线成果表及现场测量数据绘制。2. 图中所标建筑物尺寸为建筑外
墙皮( 含保温层) 尺寸。3. 图中标注数据均以米计。4. 图中建筑高度为室外地面至女儿墙顶高度。5. 图中新建建筑耐
火等级为二级, 已建高压氧舱、外科住院楼、药剂科楼耐火等级均为二级。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在全国全面实施三

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政策。

此次政策有何看点？全

面实施有何意义？在 5 月 31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财政部等三部门回应

关切。

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介绍，

三大粮食作物为稻谷、小麦、

玉米，是我国老百姓饭碗里主

要的粮食品种。简单来说，完

全成本保险，是对总的生产成

本进行保障，包括物化成本、

土地和人工成本；种植收入保

险，是先测算一个种粮收入目

标，若最后未达预期，农民可

获得一定补偿。

“2018 年我们开始探索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2023 年将这两个高保障的保

险拓展至所有产粮大县。”廖

岷说，今年，这两个保险在全

国全面覆盖，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普惠”和“雨露均沾”，在

农业保险发展历程上具有重

要意义，相当于把保险产品更

多覆盖到农业生产环节中，农

民收益更有保障，粮食安全更

有保障。

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董

德刚介绍，政策全面实施后，

保障范围更广，具体体现为两

个“面向全国”——面向全国

所有的种粮农户、面向全国所

有的种粮地域。

在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

负责人王衍看来，三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政策的实施，给种粮农民吃

下了一颗“定心丸”，为受灾农

民提供了实打实的经济补偿。

王衍建议，广大农民特别

是从事规模经营的种粮农民，

很有必要把农业保险作为管

理粮食生产风险的重要工具，

争取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地

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

力度，支持种粮农民实现愿保

尽保。对于各个保险机构来

说，要开发设计更加符合种粮

农民风险管理需求的产品和

服务，让农业保险好用管用。

据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

险监管司司长尹江鳌介绍，去

年农险赔付 1124 亿元，同比

增速 25.4%，惠及农户 5772

万户，农险赔付率达到 80%。

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多措

并举推动农险高质量发展。

如何确保政策落实到

位？廖岷说，这次政策出台

后，将进一步利用好现有的成

熟经验，进一步加强部门协

同，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质

量，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进

一步加大财政保障力度，让政

策能够真正落实落地。

“2024 年，中央财政安排

了 562 亿元预算，其中超过

200 亿元用于支持三大主粮保

险发展，集中财力将这件惠及

广大农户、提振种粮信心的好

事实事办好。”廖岷说。

                    （据新华社）

这两项农业保险在全国全面实施意义几何？
事关三大粮食作物

孩子们个头高了，
课桌椅能否跟着“长”？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眼下孩子们平均身高越来越

高，但一些学校的课桌椅却没

有跟着“长”。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

现，由于课桌椅国家标准滞

后等原因，不少地方存在课

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大匹配的

情况 ；课桌椅“低配”现象，成

为孩子们“成长的烦恼”，无

形中增加了近视、驼背等健

康隐患。

大个子“窝”小桌子
山西高二学生家长张先

生不久前参加家长会发现，教

室的课桌椅坐得不舒服。“我

身高不到一米八，就得弯腰屈

腿，很难受。班上很多男生个

头比我高，每天还要坐七八个

小时。”张先生说。

记者采访发现，中小学课

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的现

象有普遍性。广东一所中学高

中部梁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高

中部三个年级使用的课桌椅

型号是一样的，课桌高度在

80 厘米左右，且都是固定的。

高二的肖同学说，自己身高一

米九，课桌椅高度不太合适，

“坐着比较难受，腿伸不直，会

驼背。”

近年来，不少地区的学校

为学生更换了可调节课桌椅，

但调节不及时的问题较为突

出。东部某省一小学老师表

示，该校六个年级使用同一型

号的可调节课桌椅，学校每学

期统一进行调整；“一个班的

课桌椅高低都是统一的，不会

单独为某个学生调整。”

除了桌面和椅面高度，桌

斗设计也给一些学生带来困

扰。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

究院教研员陈忠玲说，由于桌

斗太小，很多学生只能将书包

立置在座椅靠背前，导致学生

的腰背部缺乏支撑，无法长时

间保持健康坐姿 ；桌斗下方

空间不够，一些学生只好侧身

坐或将腿伸到桌外，引发不良

坐姿。

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

生所所长郭欣说，判断课桌椅

高度是否符合孩子身高，可以

看孩子坐姿是否符合“三个 90

度”，即大臂和小臂成 90 度、

上身和大腿成 90 度、大腿和

小腿成 90 度。

2014 年发布的推荐性国

家标准《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

及技术要求》规定了课桌椅的

11 个型号和与之匹配的适宜

就座者身高范围。一项 2021

年针对中部某省 660 所中小

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课桌椅

符合国标要求的不到 2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脊柱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毛

路等专家指出，课桌椅过高或

过矮都会引发不良坐姿，可能

增加近视、脊柱侧弯、驼背等

方面风险。　

课桌椅为何
变“成长的烦恼”？

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

配，有多方面原因。

据了解，课桌椅国家标准

历经数次修改，最新版本是

2014 年发布的，距今已有 10

年，存在一定滞后性。

教育部 2021 年公布的第

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结果显示，与 2014 年相比，

2019 年全国 7—9岁、10—12

岁、13—15 岁、16—18 岁、

19—22 岁男生身高分别增加

0.52、1.26、1.69、0.95、

0.81 厘米，女生身高分别增加

0.72、1.24、0.97、0.80、0.62

厘米。

深圳市 2019 年组织的一

项调研显示，当地部分中学生

身高超过 190 厘米，国家标准

最大号 0 号课桌椅已不能较

好满足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因

此当地在最新采购标准中新

增了 0+ 号课桌椅。

教育界人士表示，虽然国

家有相关的课桌椅配备标准，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学

校经费有限，短期内全部置换

成符合要求的课桌椅有难度。

一家大型课桌椅制造企

业负责人说，学校之所以喜欢

固定式课桌椅，是因为它更加

便宜耐用，出厂价就

几十块钱。相比之

下，可调节课桌椅

价格高不少。福州

市鼓楼第五中心小

学去年的一份采购

结果公告显示，该校

共采购可调节课桌椅

165套，共花费82170元，

每套单价 498 元。

多位受访者指出，课桌椅

匹配不上学生身高，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是学校管理跟不上。

一位教育部门人士坦言，很多

学校虽然换了可调节桌椅，但

后期维护管理跟不上，没有及

时调节高度。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

例》，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课

桌椅负有监督职责。中部某地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部门人少事多，每次到学

校现场检查也以传染病防控

为主，课桌椅不是重点。

让课桌椅更“合身”
还需多方发力

课桌椅看似小事，却关系

到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让课

桌椅更“合身”，为孩子们创造

更舒适的学习环境，还需要多

方发力。

记者了解到，为使学生课

桌椅更“合身”，不少地方积极

开展相关工作。

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

康促进中心主任戴秀文表

示，广州市把课桌椅配备中

的卫生要求融入校医培训

课程，规范指导各班级课桌

椅调整。“学生课桌椅配备

符合率要达到 80% 以上 ；

当一名学生有两个适用课

桌椅型号时，优先选择尺寸

较大的，为身高增长留有余

地 ；对于身高、体重等体征

明显超常的学生，应尽可能

通过定制特殊型号课桌椅

等方式解决。”

多地教育部门人士建议，

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

会对健康使用课桌椅重要性

的认识；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大

财政投入，尽快为中小学校配

备可调节课桌椅。同时，课桌

椅相关标准应当及时更新，跟

上学生身高增长步伐。

“应当鼓励创新，不断改

良课桌椅的设计和工艺，为学

生设计出更科学、更好用的课

桌椅。”陈忠玲说，可设计无需

工具和专业人员操作就可以

及时调节高度的课桌椅，设计

更加科学合理的桌斗。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教育

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课桌椅

采购和配套管理的指导，将课

桌椅配备情况列入考核；卫

生部门要做好日常监测和随

机抽检，压实责任，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促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