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开学近一个月的时间
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的“双减”
政策使得学生们的这个学期备受
关注。“双减”减轻了学生的作业和
校外培训两个重担，值得注意的
是，政策的持续推进还对中小学学
生的体育教育产生了影响。

有业内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双减”政策的出台对学校
的体育教育是重大利好，让学校体
育的发展真正有了时间和空间。

早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前，北
京就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加强
中小学体育教育。有教师向澎湃
新闻介绍，“双减”政策后，其所在
学校在体育方面又作出了一些调
整，比如增加课时，并将体育活动
融入至课后服务中，更好地保障了
学生的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备受重视

前段时间，上海某小学学生家
长晒出的聊天记录让人印象深刻：

“家长会上，体育老师开口第一句
就是‘我从教 20年，第一次有机会
参加家长会’。”另据广州日报报
道，“双减”后的新学期，广州的中
小学生有了更多时间参与体育活
动，导致出现了体育老师不够用的
情况。央视财经报道一组数据显
示，“双减”政策发布以来，体育及
艺术类培训相关企业新增了3.3万
余 家 ，较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99%……

9月 27日，教育部发文明确，
体育与健康纳入教育部监测学科
领域，据介绍，监测的主要内容有

两大方面：一是学生在该学科领域
的发展质量状况。二是影响学生
发展质量的相关因素，如各学科领
域的课程或教育活动开设、学生学
业负担、教学条件保障、教师配备、
教育教学、学校管理以及区域教育
管理情况等。

一连串的现象说明，体育教育
迎成了“香饽饽”。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体卫艺研究所所长吴键在
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谈到，

“双减”政策的实施，让学校体育的
发展真正有了时间和空间。

以北京为例，早在 8月 31日举
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
李奕就明确表示，要落实学生每天
1小时体育锻炼的要求，学生当天
没有体育课的，要在课后服务时间
段安排参加体育锻炼。

北京地区早前就出台过相应
政策保障中小学生体育教育。
2021年 1月，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
作的行动方案，推出加强中小学体
育增强学生体质健康二十条措
施。里面提出要鼓励基础教育阶
段学校每天开设 1节体育课，小学
每周至少 5节体育课，初中每周 4-
5节，高中每周 3-5节，进一步增加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时间，要确保学
生每天在校内外各参加1小时以上
体育锻炼，增加的课时从地方课程
和校本课程中统筹安排。

繁忙的体育老师

政策发布后，实际的落实情况
如何呢？有北京市西城和海淀两
个“教育大区”的老师向澎湃新闻
介绍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

海淀的北京一零一中学体育
组组长孙冬告诉澎湃新闻，“双减”
政策实施后，确实对学校的体育教
育产生了影响。

首先从课表上明确增加了学
生的体育活动的时间。孙冬向澎
湃新闻介绍，以初中为例，在保证
所有年级一周四节体育课的基础
上，初一学生在每周一增加了一门
体育活动课，此外每周二新增添的
选修课程中，也有大量体育项目供
学生选择，初二学生也增加了每周
一的体育活动课。

该校课程内容十分丰富，除了
常规足篮排，还有武术、健美操等，
甚至还包括滑冰等冰雪项目。孙
冬谈到，体育活动课和选修课，也
是与“双减”政策中规定的课后服
务相结合。

他坦言，增加的课时势必会增
加体育老师的压力。以其所在的
学校为例，常规情况下由两名体育
老师负责一个年级的体育课，而一
个年级多达 14个班。“我们有的老
师一个礼拜要上 21节课。”孙冬告
诉澎湃新闻，为了保证课程质量，
目前体育活动和选修课中的体育
项目，都是由学校严格筛选的第三
方提供教学服务，“我认为这也是
未来的一种趋势”。

孙冬做体育老师已经有 20个

年头了，在他看来，20年间，各方对
体育越来越重视。多年前被“占
课”，体育老师“被生病”的现象早
已不见，“我们也一直让体育老师
参加家长会，给家长讲一些体育知
识。”

在他看来，注重体育教育十分
必要。孙冬谈到，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如今家长对于孩子越来越溺
爱，孩子多有肥胖，身体素质普遍
较差。尤其是刚刚经历小升初的
孩子，孙冬介绍，每年十月份国家
体育标准测试的1000米跑项目，那
些刚刚从六年级升上来的小朋友
们“普遍能及格就不错了”。

小学的体育教育也在加速发
展。北京市西城区一所区级示范
小学的老师李帅（化名）说，当前学
校对于体育的重视程度十分高。

“排课表的时候就严格规定了，每
个年级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李
帅介绍，这是“双减”政策后的新变
化。以前每周是四节体育课，另外
还有一节叫体育锻炼课，“就是一
个体育老师带着整个一个年级的
孩子做活动，但今年，调整成了正
式的体育课。”

李帅说除此之外，每天下午三
点半至四点半期间，每个年级任选
一个时间段，进行20分钟的健身活
动，再加上每日的课间操，“基本上
能保证每个孩子一天一般半小时
的体育活动。”同样，李帅所在小学
的体育老师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
力。“一共11名体育老师，要负责6个年
级共36个班的180节体育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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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实施近一个月：体育老师们可忙了

限电停产是当下热词。在电
力供应紧张背景下，全国多地发布
限电通知，大部分地区则将重点放
在企业上，部分企业错峰生产或者
停产。

这些地区的供电情况到底怎
样？为何限电？后续电力供应能
否得到保障？针对这些问题，记者
进行了调查。

多地限电企业停产

近期，辽宁、吉林、江苏、浙江、
广东等地相继发布有序用电或限
电通知。

截至 28日，已有 20余家上市
公司发布了限电停产相关公告，分
别有蒙娜丽莎、帝欧家居、晨化股
份、中农联合、利民股份等。

桃李面包公告称，分布于江
苏、广东、吉林、辽宁、山东、天津、
黑龙江的9家全资子公司接到当地
限电通知。其中，江苏桃李自 9月
25日起至30日限电停产；其余8家
均根据当地有序用电的相关通知
配合限电举措。

有的严重地区出现企业“开二
停五”、甚至“开一停六”现象。

“最近一周公司仅生产了一
天，9月 21日中秋放假，9月 22日、
23日、24日、26日、27日限电停产，
这让公司原本就不充足的产能雪
上加霜。”广东东莞市基烁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从今年五六月份开始，限电
就一直存在，只是最近限得更厉
害，不只是广东，公司在湖南、江
西、黑龙江等地的项目也都因为限
电停转，有些地方设备一天只能开
机9个小时。”广东台泉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彭淑芬告诉记者。

“我们园区 9 月 15 日接到通
知，非必要的实验室不开空调，将
负荷降低至以前的一半，现在两层
办公楼共用一个热水壶。”江苏生
命科技创新园一位负责人说。

东北三省一些城市也出现停
电现象，给百姓生活造成影响。

“9月23日下午5点突然停电，
导致很多人家都没做准备。”吉林
珲春一位市民告诉记者，停电正值

下班高峰期，红绿灯没电后，交通
秩序一度陷入混乱，电梯停运、做
饭洗漱受影响。沈阳市部分地区
有道路因信号灯没电产生拥堵。

“复苏”“缺煤”等多重因素叠
加

业内人士指出，造成多地限电
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沿海省
市疫后经济复苏强劲，电力需求快
速增长；二是煤炭价格大涨，煤炭
供应紧张，火电企业亏损，发电出
力不足。

广东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夏季广东省内普遍高温。
工业生产和高温天气带来用电需
求旺盛，叠加部分区域水电供应不
及预期等因素，导致电力供应紧
张。

“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带动电
量需求高速增长，1月和 3月广东
省用电负荷突破 1亿千瓦，用电量
增速达30%以上。”这位负责人说，
目前正是“金九银十”订单高峰期，
尤其是二产、三产用电需求持续旺
盛。目前，广东省统调最高负荷需
求已七创新高，达到13513万千瓦。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
究员杨富强认为，用电量大幅增长
反映的是疫情之后国内经济和社
会运行加速回温。“部分国家受疫
情影响，导致国外供给受阻，全球
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大幅增加，
拉动部分沿海城市的电力消费。”

来自国家电网的监测数据显
示，2021年上半年，国家电网经营
区内每月用电量同比快速增长，6
个月累计全社会用电量比 2020年
同期增长 15.83%，比 2019年同期
也增长 14.97%。从三大产业用电
量看，一、二、三产业上半年占比分
别为 1.26%、78.66%、20.08%，比
2020 年同期分别增长 20.13%、
16.39%、25.21%，与 2019年同期相
比增长均超过14个百分点。

同时，一些省份发电能力下
降。天然气、煤炭价格高涨，资源
供应紧张，上网电价维持不变，火
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发电积极性不
高，停机检修机组明显增多。

广东一家发电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现在火电每发一度电就要
亏损七八分，如果机组全开，电厂
一天亏损上百万元。

东北三省也出现“缺煤”现
象。9月 26日，辽宁省召开电力保
障工作会议。会议指出，7月份以
来，由于发电能力大幅下降，辽宁
省电力短缺。9月23日至25日，电
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
别。为防止全电网崩溃，东北电网
调度部门依照有关预案，直接下达
指令执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用
电影响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
有序用电措施企业。

火电在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
地位，以发电量计算，占比约七
成。所以，电“缺”或“不缺”，和煤
炭的供应量有很大关系。近期，动
力煤、焦煤、焦炭这煤炭“三兄弟”
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据生意社监
测数据显示，9月26日5500大卡以
上的高热值动力煤港口市场均价
为1535元/吨左右。

此外，今年上半年部分地区能
耗强度不降反升，折射出相关地区
高耗能行业产能快速扩张，经济增
长与能源消费增长不匹配，也影响
了个别地区有序用电措施力度。

多措并举保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各地
方和有关企业发出通知，要求推动
煤炭中长期合同对发电供热企业
直保并全覆盖，确保发电供热用煤
需要，守住民生用煤底线。

25日，东北地区发电采暖用煤
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集中签约仪式
在京举行，签署的煤炭中长期合同
涉及国内主要煤炭生产企业、保供
煤矿和东北地区重点发电供热企
业，此举将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
同占今冬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
100%，确保东北地区采暖季民生
用煤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需求。

按照供暖季增产保供工作部
署，国家能源局近期有关业务司已
分别赴京津冀、蒙东、黑龙江、湖南
等地督导煤炭、天然气保供工作，
现场协调解决制约增产增供的突

出问题，指导地方和企业落实能源
保供各项举措，努力增加能源供
应，全力以赴保障今冬明春重点地
区民生用能需求。

9月23日至25日，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任京东带队赴宁夏、陕西，
深入生产建设一线，对煤炭、天然
气增产保供进行现场调研督导，要
求地方和企业压实保供责任，进一
步挖掘增产潜力，突出保障发电、
供暖等民生用煤，促进经济社会平
稳运行。

国家电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将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打好电
力保供攻坚战；强化全网统一调
度，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服务好发
电企业，做到应并尽并；统筹调配
资源，发挥大电网平台优势，挖掘
跨区跨省通道送电潜力；加强用电
情况监测，做好居民生活用电保
障；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需求响应
与有序用电方案，及时做好沟通协
调工作，维护供用电秩序稳定；加
强电网运行应急值守，确保安全可
靠用电。

广东省正全力采取措施，积极
应对电力供应紧张状况。广东省
能源局督促电厂做好发电燃料和
辅料储备工作，确保高峰时段机组
稳定可靠运行，统筹协调西电增加
供应，按最大能力送电广东。

辽宁省要求确保有序用电实
施到位，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
电情况。各地方电力运行主管部
门避免拉闸限电涉及安全生产、民
生和重要用户。电网公司要延长
有序用电负荷缺口预测时间和预
警等级发布时间，扩大告知范围，
便于用户提前安排用电计划。

吉林省要求全力保障基本民
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
闸限电情况。电网公司要科学精
准调度，确需停电限电，要提前告
知居民做好准备，引导企业单位避
峰错峰用电。发电企业要千方百
计增加供给，减少停机检修，确保
用电高峰时段发电能力，同时统筹
风光新能源顶峰出力。

目前，浙江部分地区已暂缓限
电措施，并将进一步细化政策，依
据能耗效益比等评价体系，优先保
障民生、产业链关联企业。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地方政府
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
展，组织开展高耗能企业用能预算
管理、有序用电和错峰生产等措
施，这是对原有忽视节能减排工作
的纠偏措施，但必须注意方式方
法，避免“一刀切”“简单化”等做
法。特别是在采取有序用电的同
时，要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确
保民生用电不受影响。

多地为何“拉闸限电”？后续电力供应能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