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 责编/黄运敬 美编/孙春艳 国内新闻12新闻热线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
者王雨萧）国家税务总局26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4年现行支持科技

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

降费及退税26293亿元，其中，民

营经济纳税人（包括民营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享受相关政策减税降费

及退税15870亿元，占比超60％。

税费优惠等多方面政策有效激

发了民营经营主体活力。税收数据

显示，2024年民营经济销售收入增

速比全国企业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3%和4.7%。

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苗生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24年，各级检察机关依法从重从

严从快惩治“一杀多人”特别是报复

社会的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危

害公共安全犯罪。最高检对广东珠

海樊维秋驾车撞人案、江苏无锡徐加

金持刀行凶案等重大恶性案件第一

时间挂牌督办、派员指导。检察机关

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恶性犯罪

案件进行回溯分析，深挖案件背后深

层次原因，研究防治对策；依法核准

追诉发案超过二十年的命案300余

人，让正义虽久必至、虽远必达。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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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创造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

快光场等极端条件，将为物质科学等领

域基础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2月26日，北京怀柔科学城。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

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我国物质科学等

领域再添科研“利器”。

为什么要建设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

置？

“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等极端条

件是开展物质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实验

条件。”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力

介绍，在这些极端条件下，物质特性会受

到调控，有利于发现物质新现象、研究物

质新规律。

例如，超高压可以缩短物质的原子

间距，形成全新的物质状态；强磁场可以

改变物质的电子结构，使其显示出新的

量子效应；在极低温条件下，物质的原

子、分子排列会非常有序，一些材料会显

示出超导现象。

几十年来，全球科学家在极端条件

下取得众多重大科学发现，仅稳态强磁

场条件下取得的成果，就有10多项获得

诺贝尔奖。构建极端实验条件已成为当

前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性能如何？

据介绍，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立项，于2017年9

月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科研团队攻

克了设备研制、元器件加工、系统集成等

领域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装置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李

沛岭介绍，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同时

具备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

等极端条件综合实验能力。

其中，最低温度不高于1毫开尔文，

约为零下273.149摄氏度；最高压力不低

于300吉帕斯卡，约300万个标准大气

压；最高磁场强度不低于26特斯拉，约为

地球磁场的50万倍；超快光场脉宽不高

于100阿秒，约为10的负16次方秒。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可用于哪些

领域的研究？

借助此装置，科研人员可以开展高

温超导、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研究，并可

在物理、材料、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开

展超快科学研究，有望产出一批重大科

技成果。

据悉，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采取

“边建设、边运行”的模式，目前已提供机

时超过20万小时，用户涵盖国内外众多

高校和科研机构，产出了若干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项目，装置有望

催生新的研究方向和科学问题，开拓新

的研究领域。”吕力说，装置还将吸引全

球顶尖科学家和团队前来开展合作研

究，成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推动人类极端条件科学研究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张泉）

新学期伊始，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体育八条”），着重解决运

动时长不足、体育“阴阳课表”等问题，让

校园体育充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确保孩子们“眼里有光，身上有汗”。

近年来，青少年“小眼镜”“小胖墩”

“小焦虑”等问题备受关注，校园体育作

为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是体教融

合改革的主阵地。从去年秋季学期的课

间延长5分钟，到本学期明确中小学体

育课要“量质齐升”，北京在保障校园体

育活动等方面持续发力，但学习时间是

否被挤占、课程如何设置、校园安全责任

如何认定等问题仍是社会关注焦点。

杜绝“阴阳课表”

体育“阴阳课表”是部分学校为了应

付检查，表面上安排了体育课，实际却被

其他课程，尤其是所谓的“主课”替代，以

希望通过增加教学时间换得升学率的提

高。长期以来，体育老师时不时“生病”

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

其中，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

高中生为80.5%。如今，也有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面临超重和肥胖问题，校园体

育亟需担起更重要的健康育人职能。

“体育八条”明确要求小学和初中每

天1节体育课，高中每周3至5节体育

课，同时也要切实做好体育课的运动负

荷监测，杜绝“说教课”和“不出汗”的体

育课，防止教学内容碎片化、随意性。

“文化课学习更看重效率，不能一味

追求时长。”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员、

特级教师王玉中表示，体育课时的合理

增加，压缩部分文化课时长，反而有利于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刘忠

毅认为，无论是将课间10分钟优化为课

间15分钟，还是“每天一节体育课”，针

对校园体育的改革能反映出教育理念的

深刻变革，即从“分数至上”要尽快转变

为“健康第一”。

开展“三大球”班级联赛

在项目安排上，“体育八条”将“三大

球”列为重点之一，要求小学、初中将“三

大球”至少一项纳入体育课必修内容，高

中要开设“三大球”模块教学，广泛开展

班级联赛。

多年来，振兴“三大球”一直是社会

各界的共同期盼，青少年代表着未来。

2024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

联合推出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

会在湖南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广普及“三

大球”运动，让更多青少年喜爱并参与其

中，同时调动各地抓青训的积极性，形成

振兴发展合力。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体育部

主任张凯表示，“三大球”班级联赛应具

有一定对抗性、观赏性和趣味性。在集

体荣誉感驱动下，小球员们会主动组队

训练，同学自发组建啦啦队、设计队徽，

有利于营造全员参与的校园体育文化。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校园

体育改革中“三大球”纳入教学、开展班

级联赛等内容，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强健

体魄的同时，增强团队精神和抗挫能力。

“体育八条”也要求学校充分利用大

课间和课后服务，组织学生开展跳绳、踢

毽、跳竹竿等传统体育项目和飞盘等新

兴运动，轮换活动不少于10项，将丰富

多彩的体育活动融入校园生活。

厘清“安全责任”

截至目前，北京、广东、云南等地已

出台文件，让“每天一节体育课”逐渐成

为中小学的标配。新举措落地值得期待

之外，安全问题仍然是校园体育活动的

重中之重，家校社三方还需协同发力，为

青少年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一线教育工作者反映，校园体育活

动中的安全管理仍是核心痛点。伴随体

育课强度与频次的提升，学生意外伤害

风险同步增加，有学校担心动辄因学生

受伤背上诉讼，并面临问责。

“体育八条”指出，学校要选优配齐

体育教师，编制不足的学校可聘用“银

龄”教师和编外兼职体育教师，比如教练

员、退役运动员，为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指

导，也能够提供安全保障。

受访专家建议，在强化校园安全保

障措施、做好安全教育的同时，应当进一

步厘清校园安全责任边界，明确相关司

法裁判标准，让保护未成年人和维护学

校正常秩序相统一。此外，学校可以向

家长公布校园体育活动安排，进一步畅

通双方的沟通渠道。

针对部分学校面临运动场地不足的

现实困境。王玉中等受访者认为，在保

障安全的前提下，可探索利用天台、楼

道、墙壁等校内空间，打造空中足球场、

室内攀岩墙等微型运动场地，也支持学

校与社区、公园等社会体育场馆签订协

议，建立共享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2
月26日电记者乌梦达、李春宇、赵旭）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

我国物质科学研究再添“利器”

“能出汗”的校园体育
该如何保障？

2月26日，吕力在极端条件量子态调控系统进行科研工作。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