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发布

2019 年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
医保制度全面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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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红色的“火星”本月 27 日
迎来十五年一遇的“大冲”，而 28
日晨精彩的月全食也将现身天
宇。“红火星”完美邂逅“红月亮”，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凭
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幕“红红相
印”的罕见画面。

从地球上观测， 当火星和太
阳分别处于地球两侧时， 天文学
上称为“火星冲日”。 如果冲日时
的火星恰好位于近日点附近，就
是火星大冲，此时，火星最为接近
地球，看起来会特别明亮。天文资
料显示，火星每 15 或 17 年就会
发生一次大冲。

“本月 27 日的这次大冲，观
测条件非常不错。冲日期间，日落
时火星升起，整夜可见。由于距离
地球较近，火星的亮度可达 -2.8
等，异常明亮，非常醒目。”天文教
育专家、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
之珩说。

今年火星大冲刚好碰上一轮
满月， 又恰好发生今年第二次月
全食。天文预报显示，本次月全食
的初亏为 28 日 2 时 24 分，食既
为 3 时 30 分， 食甚为 4 时 22
分，生光为 5 时 14 分，复圆为 6
时 19分。 其中，最精彩的全食部
分长达 1 小时 44 分，为 21 世纪
以来历时最长的月全食。

“在全食阶段，月亮会呈现古
铜色，别有一番景致，也就是大家
所熟知的‘红月亮’。 ”赵之珩说。

“红火星”与“红月亮”完美邂
逅，注定是一场难得的天文盛景。
天文专家提醒说， 由于二者距离
很近， 天文摄影爱好者可以同时
观测和拍摄“红火星” 和“红月
亮”，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如能
选取一些有特色的背景物， 比如
高塔、古建筑等，将更有观赏效果
和价值。 ” /新华社

自《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于 2012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
以来，全国已有近 211 万的残
疾人家居环境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改善， 无障碍设施建设已由
单纯的物质环境建设过渡到全
方位的社会环境建设。

这是记者 25 日从中国残
联举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中国残联维权部副主任周

建在会上介绍， 无障碍设施建
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
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基础。“十三
五”期间，中国残联将贫困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列为推
进解决贫困残疾人相关工作的
重要内容，“无障碍” 已经从残

疾人专用品发展到通用设计，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内容已从有
形的道路交通、 公共设施、建
筑、信息发展到无形的制度、行
为习惯、社会心理、公共意识。

周建同时指出， 当前全国
仍有 331 万贫困重度残疾人
家庭未进行无障碍改造。对此，
各地要通过将贫困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纳入脱贫攻坚
大局， 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
程、 危房改造、 易地搬迁扶贫
等， 争取地方财政加大支持力
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切实扩
大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覆盖面， 为残疾人脱贫实
现小康奠定基础。

/新华社

记者 25 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中心发布我国首份《中国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对我国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美
和学校教育教学等状况作出
呈现并提出相关建议。

据介绍，2015 年至 2017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中心组织实施了第一周期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监测以
四年级、 八年级学生为对象，
分年度开展德育、语文、数学、
科学、体育与健康、艺术六个
学科监测工作，并对各学科的
课程开设、条件保障、教师配
备、学科教学以及学校管理等

相关因素进行测查。
报告指出， 监测数据表

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
生价值取向积极，具有良好的
行为规范； 学生学业表现良
好， 综合应用能力相对薄弱；
学生心肺功能、速度素质达标
率较高，但肥胖、近视和睡眠
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学生演唱
表现较好，但音乐听辨能力与
赏析能力、美术基础知识与赏
析能力均有待提高；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
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
较高，学习压力较大；学生对
课程的喜欢程度高，但部分课
程的课时设置和内容安排欠

合理； 教师受学生喜欢程度
高，但部分教师探究教学能力
和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学校文
化氛围浓厚， 育人环境较好；
学校教学资源配备较为充足，
资源使用率有待提高；家长普
遍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在亲
子沟通、 教育方式上有待改
进。

以学生课业负担为例，监
测发现， 四年级学生数学、语
文单科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在
60 分钟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14.7%、21.5%， 在 2 小时以上
的比例分别为 4.4%、8.7%；八
年级学生数学、语文单科平均
每天作业时间在 60 分钟以上

的比例分别为 19.2%、15.1%，
在 2 小时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4.6%、3.4%。 四年级学生参加
数学和语文校外辅导班的比
例分别为 43.8%、37.4%，八年
级学生参加数学和语文校外
辅导班的比例分别为 23.4%、
17.1%。

基于监测结果，报告从健
全德育工作机制、补齐体育和
美育短板、 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
担、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
教学资源使用率、完善家庭教
育指导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

/新华社

“汉字的印刷字体要有共
性， 尤其重心一致特别重要。
字的重心有高有低， 排在一
起，看的时候视线就会忽高忽
低，阅读起来比较吃力，所以
字的重心一定要居中。 ”年近
九旬的徐学成 24 日在“活字
生香”活字文化艺术全国巡展
开幕式上说。

上世纪 60 年代上海印刷
技术研究所成立印刷活字字
体研究室，徐学成是第一批加
入研究室的字体设计人员，这
个研究室在当时完成了汉字
印刷字体的规范化设计，创作
设计出宋体、黑体、仿宋、楷体
四款经典字体。 至今，研究所
的字体研究室还保留着当年
设计师手工设计书写的宋体、
黑体、仿宋体、楷体等原稿，总
计超过 15万字。

24 日起，“活字生香”活字
文化艺术全国巡展在上海中

华印刷博物馆举办。 展览以集
中华传统书法笔画精华的

“永”字等为例，介绍了中国印
刷汉字传承发展的历史沿革，
同时陈列展出一批珍贵文物
和文献，包括老一辈字体设计
师的设计原稿。

据了解，此次“活字生香”
展览一共分为 8 个展馆，分别
是：古代活字、近代活字、当代
活字、字体之美、古琴谱与活
字的对话、 活字迷宫与百家
姓、活字体验互动和活字艺术
衍生品。 参观者可以通过极具
现代美感的展厅设计，直观了
解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
字、印刷等工艺步骤。

“每次看到电脑上自己当
年参与设计制作的字体，都感
到很光荣。 ”今年 76岁的陈其
瑞也在开幕当天前来参观，站
在一张张宋体字设计稿前他
自豪地说，这些是他与上海印

刷技术研究所的同事共同设
计的成果。

“设计字体时， 每个字不
是说一写就行。 有时候写十多
个才有一个能用的。 当时我们
也非常舍不得那些废弃的设
计稿，但还要从适于印刷的角
度来把关。 ”陈其瑞说。

这些印刷字体日后被各
领域广泛使用：宋体一号最先
用于 1965 年版《辞海》正文；
而仿宋体则一直广泛应用于
机关文件、各类期刊正文。

“人们常说‘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对于‘精神食
粮’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
前来参观的“90后”王同学说，
通过展览他了解到，原来从小
到大再熟悉不过的宋体、黑
体、仿宋等字体，背后都凝结
着一代字体设计人的辛劳与
智慧。

据介绍，上海是中国当代

汉字印刷字体的发源地。 2009
年，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申报
的“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
项目，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 半个多世纪
以来，汉字印刷字体设计已经
经历三代传承，传人 50余名。

徐学成站在多个版本的
《辞海》字体设计稿前，向记者
介绍了字体设计的“讲究”：上
紧下松、大小匀称、笔画统一，
这些都是汉字印刷体设计的
基本原则。

展厅创意设计者高蕾表
示：“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
人了解印刷汉字背后所凝聚
的辛劳与智慧，通过美学体验
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
我想这也正是‘活字生香’的
内涵所在。 ”

据了解，该展览还将赴北
京、天津、扬州巡展，持续至
2019年。 /新华社

据了解， 国家医保局近日
会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
合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8 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的通知》。 通知明确，推进统一
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 各

地要抓紧推进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工作。 未出
台整合方案和尚未启动运行
的地区要抓紧出台方案并尽
快启动实施。

通知提出，2018年城乡居
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

标准同步提高。 各级财政人均
补助标准在 2017 年基础上新
增 40 元， 达到每人每年不低
于 490 元。 2018 年城乡居民
医保人均个人缴费标准同步
新增 40 元， 达到每人每年
220元。

通知对群众异地就医问
题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巩固
完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工和

“双创”人员异地就医问题，为
城乡居民规范转外就医提供
方便快捷服务， 减少跑腿垫
资。

国家医保局有关专家指
出，通知是国家层面首次从统
筹城乡的角度，对城乡居民医
保年度重点工作进行统一部
署，体现了国家医保局职能整
合和相关部门衔接过渡。

/新华社

追溯汉字印刷体的“前世今生”
———“活字生香”文化艺术展在上海举行

全国过去6年近211万残疾人
家居环境得到无障碍改善

28日晨
“红火星”邂逅“红月亮”
上演“喜相逢”

记者 25 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2019 年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乡居民
医保制度将全面启动实施。

“我买房和中介发生纠纷，去
哪儿找律师咨询呢？ ”“要做遗产公
正应该带哪些材料？ ”“哪里能做医
疗鉴定，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

中国法律服务网开通两个多
月来， 类似问题基本都能得到解
答。 数据显示，网站目前已累计访
问 301多万次， 注册用户 66万余
人，法律咨询总量达 18万余次。

那么法律服务网是如何满足
人们的需求呢？ 据介绍，中国法律
服务网 5月 20日正式上线， 总体
架构为“一张网络，两级平台”，由一
张网络覆盖全地域、全业务，平台
之间通过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实现
联通， 由门户网站、“掌上 12348”
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组成。

为了保证服务功能的权威准
确，中国法律服务网从全国范围遴
选了 925名优秀法律服务人员组
成驻场服务团队， 并邀请了最高
法、最高检有关负责人和全国知名
律师、 公证员及专家学者组成 70
人的专家团队，对驻场服务人员的
服务质量进行抽检。 截至 7月 15
日，留言咨询累计 10482次，全部
回复，且平均回复时间为 75分钟。

司法部部长傅正华 25日在全
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将
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和“数字中
国”战略部署，搭建全国司法“一朵
云”“两个平台”“三入口” 的新一代
信息化体系架构， 确保到 2019年
底初步建成“数字法治、智慧司法”
体系。 /新华社

互联网上
解决法律问题有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