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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直接关系师生生命安全。近日，鄞州区政
府出台《建立鄞州区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保障长效
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完善中小学（幼儿
园）校舍规划布局、安全排查、施工建设、使用维护、信息
公告、隐患整改、责任追究等各环节的管理，建立健全符
合区域实际的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保障制度体系。

据悉，2009年—2015年，鄞州先后部署实施了“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中小学校舍提升工程”，全区中
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状况得到改善。此次出台的校
舍长效机制覆盖了全区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含
特教中心、电大、教师进修学校、成人学校、社区学院
等）。

《意见》要求，全面建立校舍安全隐患排查机制，组
成“四道防线”，即校（园）方定期检查、区教育局和镇（街
道）定期督查、区级相关部门定期抽查、专业检测机构定
期检测或动态监控，严守校舍安全防护底线。适当提高
检测鉴定频次，对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校舍，每5年进行
一次鉴定。建立校舍安全信息管理系统，校舍安全排查
结论和鉴定结果都要建档。

完善校舍安全预警机制。区教育局和各镇（街道）
要将校舍安全纳入防灾减灾总体规划，对辖区内中小学
（幼儿园）校舍灾害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并实行风险分级
管控，指导学校（幼儿园）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严格
校舍安全项目管理制度。

在资金保障方面，区财政设立校舍安全长效机制专
项资金，保障区教育局直属学校校舍安全所需经费，对
一类镇（街道）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工程按建设资
金结算额的30%进行补助，对二类镇补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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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17名女教师带
着宁波国家高新区求实学校的38名小学生在宁波海洋
世界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圆了小朋友们一个游海洋公
园的梦。这些孩子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第一次走
进海底公园探秘海底世界。 王国海 摄

这所高校做了一次95后大学生睡眠现状调查
结果显示：

仅18%处于“甜美睡眠”
90%以上学生习惯性在睡前“玩手机”

刚刚过去的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
我国患有各类睡眠障碍的人群占比高达38.2%，全世界范围内约有
三分之一的人存在睡眠问题。最近，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对该校
大一、大二的1974名在校生进行了“睡眠”调查，受调查者中，1999
年后出生的大一学生占80%。结果显示，作息不规律的人近六成，
九成以上的同学习惯性在睡前玩手机。心身医学科专家表示，大学
生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应该避免让手机影响个人睡眠，积极
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17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1班的小孙，晚上上床后玩手机游戏已经成了每
天的固定项目，直到有了睡意才停止。这时，往往已经接近凌晨12点。到了
周末，凌晨两三点以后才睡觉也常有。久而久之，小孙发现，每天起床常常困
顿疲惫，晚上不看手机也很难入睡。

在这次调查中，像小孙一样的同学不在少数，几乎每个同学或多或少
出现了睡眠亚健康状况。其中，最普遍的问题是“起床后疲倦、困顿”，有
1190名同学选择了该项，占了六成。还有同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觉多
梦”“睡眠表浅”“入睡困难”等。

早上醒来，仅有4.96%的同学认为“神清气爽、精力充沛”，3.14%的同学
觉得白天“精神状态饱满，比如学习积极性高，没有疲倦的感觉”。

调查显示，90.02%的同学睡眠时间在“6-8小时”，相对而言，这属于比较
正常的睡眠时长，然而，仅有18.14%的同学认为自已拥有良好的睡眠。

据宁波市康宁医院心身医学科专家敬攀医生介绍，判断睡眠质量的好坏
没有固定的标准，个人的感受是最直观的判断。如果早晨起来，还是觉得身
体疲惫，说明睡眠质量受到了影响，要引起重视。

高校一般在晚上10点半-11点拉闸熄灯，以此促使学生进入休息状态。
可为何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还会感到睡眠不足？原因何在？

调查发现，大学生晚睡现象已是通病，作息不规律的人近六成。据统计，
51.42%的同学选择在“11:00-12:00”入睡，有7.24%的同学超过12：00就
寝。

研究表明，电子产品是“偷走睡眠”的首要因素。有九成以上的同学要在
睡前“玩手机”，78.32%的被访者是手机党“晚癌患者”。有96.35%的同学觉
得手机对睡眠质量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其中33.99%的同学认为，手机对睡眠
质量的影响“特别大，睡前必须玩手机，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该现象也反
映出了同学们的自制力比较差，难以摆脱电子产品的诱惑。

另外，宿舍生活环境和学习压力都成为了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通过同
学们的选择，得出了在集体生活中，影响睡眠的三大障碍：“舍友聊天聊得很
迟”、“灯光太亮”、“舍友打呼噜”。

敬医生提醒，手机是睡眠的一大杀手，有的人是因为睡不着才玩手机，有
的人玩手机以后更睡不着，恶性循环。手机发出的蓝光会抑制大脑褪黑素的
分泌。他建议，要摆脱熬夜带来的失眠，躺在床上时就要给自己一个催眠的
信号，避免让手机影响到你最初的睡意。

“绝大多数学生并非病理原因引起的睡眠困难，而是自身生活方式不甚
科学造成的。”根据这份调研报告，该校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郭春燕教
授建议，大学生们要重视睡眠对健康的影响，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睡眠时间，
在身体最需要睡眠修复的时间，晚上11点至凌晨3点，尽量让自己休息睡
眠。减少睡眠前容易引起神经兴奋的活动，如聊天、上网，不妨建立“睡眠仪
式”，睡觉前在行动上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找到容易让自己放松安静的事情并
作为仪式活动不断重复，如看书、听音乐等。

该校长期从事心理咨询的吴瑕老师说，近期季节交替，也是学期初，因为
睡眠问题前来咨询的学生也较往常增加了许多。她表示，目前同学们遇到的
大多数睡眠问题都是生活成长中的正常现象，不要过分担心和过分夸大，但
要正视，积极培养自己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据悉，该校积极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教育活
动，以世界睡眠日为契机启动了“幸福心”春季心理护航文化节系列活动。3
月中旬，开展了主题为“规律作息，健康睡眠”睡眠日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睡前
瑜伽训练、心灵使者行动志愿服务等，普及睡眠和睡眠问题对慢性疾病影响
的知识，提醒全社会关注睡眠问题。 吴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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