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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 解读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什

么要推进“双减”？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双

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作出权威回应。

中小学生负担太重
是义务教育最突出问题之一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深入开

展“双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现在

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还是中小学

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性问题没有根

本解决。一方面是学生作业负担仍然较

重，作业管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校外

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

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资

本过度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

“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

有发生。这些问题导致学生作业和校外培

训负担过重，家长经济和精力负担过重，

严重对冲了教育改革发展成果，社会反响

强烈。

据介绍，针对以上问题，将按照源头

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等思

路推进“双减”工作。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

作用，坚持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

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让学生学

习更好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

减少参加校外培训需求。同时，在加强课

后服务、减轻考试压力、完善质量评价、营

造良好生态等方面作出部署，系统推进、

全链条推进“双减”工作。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
目前，一些学校存在作业数量过多、

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问题，既达不到温

故知新的效果，又占用了学生正常的锻

炼、休息、娱乐时间。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双减”工

作之一就是要减轻学生不合理的作业负

担。此次意见提出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分

类明确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

强作业完成指导等明确要求，旨在有效减

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

意见还对加强课后服务提出保证服

务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渠道等

明确要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期

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三点半”

放学现象，带来了家长因未到下班时间接

孩子难问题，有的还因此把孩子送到校外

培训机构，增加了过重校外负担，造成了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已经成为社会广

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可以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地方去

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

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

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

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近年来，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开展

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据统计，目前全

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十

分巨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

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由于违

法违规成本较低，导致无证无照机构屡禁

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中

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

存在，机构倒闭等事件时有发生。此外，近

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烧钱”

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

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

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

常生态。

据介绍，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意见明

确五方面举措，一是坚持从严审批机构，

二是严禁资本化运作，三是建立培训内容

备案与监督制度，四是严控学科类培训机

构开班时间，五是学科类收费纳入政府指

导价。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方面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国家还将进一步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不仅

要严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更要提高学校

教育质量，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缓解

社会焦虑，降低家长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

的冲动。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推进均衡

发展，缩小城乡、区域特别是同一区域校

际差异，对于减轻学业负担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要通过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积

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

校共同体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同时，

要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提供高质

量的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

的学习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率

和覆盖面。为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意

见要求，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

理规程，优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提

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校要开齐开足开

好国家规定课程，积极推进幼小科学衔

接，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做到应

教尽教。

针对当前义务教育阶段考试质量不

高和“唯分数”倾向等问题，以及教师校外

有偿补课等不良现象，意见也提出了针对

性举措。据介绍，教育部正在研制考试管

理相关文件，对此作出进一步部署。 

（据新华社）

重大案件的“定海神针”

【一枚弹壳，侦破震惊全
国“白宝山案”】

“我这 60多年办理枪弹案子，在

办案中，随时收集各种枪弹痕迹特征。

这些经验会派上大用场。”崔道植说。

凭借超群的技术、多年的实战经验

和严谨的作风，崔道植练就了一双“火

眼金睛”，被公认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

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袭击军警、持枪抢劫杀人……“白

宝山案”曾经震惊全国。1996 年和

1997 年，北京、新疆两地相继发生枪

案，除了现场残留的几枚弹头和弹壳，

别无线索。案件迷雾重重，社会上惶恐

不安。

公安部急调崔道植赶赴乌鲁木齐。

作为中国最早研究枪弹痕迹的

专家之一，崔道植在弹壳与弹头中辨

别纤如发丝的弹道痕迹，练就了独门

“绝招”。

对着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壳和弹

头，崔道植反复调试灯光角度，研究了

一天一夜，终于，他在弹壳抛壳挺右下

角发现了细小的横线。这是“八一式”

步枪发射子弹留下的痕迹。

这个发现让案件的侦破峰回路转。

崔道植和同事最终得出结论：北

京、新疆的弹壳为同一支步枪发射，可

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疑犯很可能是曾

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

犯罪嫌疑人白宝山的情况与刑侦

专家的判断完全相符，案件最终告破。

【“崔道植”三个字，成为
一线刑警“定心丸”】

“他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

案、积案起死回生！”崔道植的同事们

这样评价他。

有大案或棘手问题难突破时，一

句“请崔道植来”，成为一线刑警的“定

心丸”。

2002 年，黑龙江省一县城母子两

人在家中遇害，现场只遗留下半枚带

血的指纹，多家权威鉴定机关均得出

“指印特征少，不具备认定条件”的结

论，当地警方无奈向崔道植求助。

对这半枚血指纹，崔道植用自己

研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进行了修复

处理。经反复观察检验，认定当时的嫌

疑对象作案证据不足。

经排查，当地警方又向他提供了

几十名嫌疑人的指纹。崔道植最终在

一个嫌疑人的左拇指印中，发现数处

特征点与现场物证符合。在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只能招供。

张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甘

肃白银连环杀人案、沈阳运钞车抢劫

案……在崔道植的参与下，一个个惊

天大案的谜团被解开，一张张罪恶的

“画皮”被撕下。

忘我工作的“神探”

【将“精致”做到“极致”】

1951 年，崔道植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指导员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推荐给他。书中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

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影响了他的

一生。

1955 年，崔道植被从部队选调到

黑龙江省公安厅。凭借忘我的工作精

神，他从普通的刑事技术人员，逐步成

长为刑事技术处处长，公安部首批特

邀刑侦专家。

“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来不得半

点疏忽和草率。对待每个案件、每个痕

迹、每个线索，我一定做到一丝不苟、

小心谨慎、求真务实。”

崔道植看过的子弹、指纹数以

万计，出过的现场不计其数，“看痕知

枪”“观弹知人”的眼力和经验的背后，

是超出常人多少倍的付出。

1991 年发生的“贾文革特大杀人

案”是黑龙江迄今最大的杀人案，41

人遇害。

崔道植带领同事，在艰苦恶劣的

环境下连续工作 20多天。他们将犯罪

现场屋里的炕灰、院内的垃圾堆都仔

细筛了个遍，不漏掉任何一个罪证，为

搞清楚案发经过、查明受害者的数量

和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退而不休，老刑警身上
的忘我奉献精神】

退休后，崔道植被返聘到省公安

厅刑侦总队。

2017 年初，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

技术支队副支队长李新明带着一份刑

事案件的指纹样本登门求助。

崔道植那时刚刚做过白内障手

术，他没有任何迟疑便接过任务。由于

术后眼睛还没恢复，他一手拿着纸巾

擦眼泪，一手扶着显微镜，花费大半天

时间才看完所有指纹。

事后得知实情，李新明非常过意

不去。崔道植安慰他：“没关系，不要

多想……”

有一年，崔道植接到公安部任务，

去鉴定深圳发生的一起疑难案件。接

受任务当天，崔道植笔记本电脑背包

带子断裂，金属配件弹射到左眼，将白

眼球打出一道伤口。

但时间紧迫，崔道植没有停止工

作。儿子崔英滨来看望父亲时，崔道植

已工作了三天，左眼严重充血。崔英滨

强行带他去医院缝了四针。

“他是中国的刑警之魂”，多位公安

人员在谈到崔道植时这样说，他们从这

位老刑警身上看到了忘我奉献的精神。

凭着这种精神，在五大连池银行

抢劫案中，他拿着放大镜贴着墙面一

寸一寸地寻找蛛丝马迹，几个钟头后，

从三根麻纤维中寻到线索，为案件成

功侦破提供了重要证据。

凭着这种精神，70多岁时，他三

天跑了三个现场，行程超过2000公里，

现场勘查结束，他因血压升高被直接

送进医院……

淡泊名利的老党员

【对党一辈子的告白】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

天。我始终心怀感恩、不忘初心，对党

只有无尽的忠诚。”这是崔道植一辈子

的告白。

1934 年，崔道植出生在吉林省海

龙县一个贫苦的朝鲜族人家。

他4岁没了爸爸，6岁没了妈妈，

爷爷辛苦把他拉扯大。祖孙俩经常食

不果腹。提起相依为命的爷爷，眼泪在

崔道植眼圈里打转。

东北解放后，这个苦孩子的命运

发生了改变。1951 年，17 岁的崔道

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有着近 70年党龄的老党员

了。我加入党组织，就是要为党和人民

奉献一切，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

崔道植曾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

贡献奖，得到 40万元奖金。这笔钱他

自己没留一分钱，给黑龙江省公安厅、

哈尔滨市公安局添置了设备，还购买

鉴定器材捐助兄弟省市公安机关。

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却极

低。一瓶矿泉水加上几块面包，就可以

在实验室里工作一天。除了一身褪色

的作训服，便装永远就是那么几件。

“在他看来，能吃饱穿暖就够了，剩

下的就是回报国家。”儿子崔英滨说。

【英雄暮年，壮心不已】

退休以来，崔道植始终工作在刑

侦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

厅都多次抽调他参与疑难案件侦破

工作。

退休后，崔道植和同事研究出的

“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通过了

部级专家鉴定。该系统中的“制模片”

和“弹痕展平装置”已被全国近 40家

单位采用，破获了一批涉枪案件。

他对刑事技术领域的新进展充满

好奇，总是第一时间学习了解；现在，

他的电脑操作水平不输年轻人，甚至

能制作简单的动画。今天的他每天都

在整理资料，将多年案例做成PPT，留

给年轻一代参考；还全力以赴推进非

制式枪支建档课题攻关。

“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是

我的乐趣，我觉得每破一个案子，就年

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

一回。”崔道植说。

（据新华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痕检“神探”崔道植 ：

他用火眼金睛书写矢志报国的传奇

他是一个传奇，屡破惊天大案，检验痕迹物证 7000 余件，无一差错 ；他

是一个标杆，把对党的忠诚，浸润到每一起案件的侦破，从不计名利得失。

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从旧中国衣食无着的农家子弟成长为

新中国首席痕迹检验专家，87 岁高龄的崔道植对党和人民深怀感恩之心 ：

“只要我的眼能看、腿能动，我就要为党的刑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

在哈尔滨市老年公寓房间中，崔道植在进行痕迹检验实验（6 月 8 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