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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起，“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制
度正式实施，各地每两周报送“双减”工作落实
进度，“双减”督导已被列为 2021 年教育督导工
作“一号工程”。

近两个月来，这项“一号工程”落实情况如
何？通报材料有何特别之处？基层又如何看
待？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怎么报？报什么？督导工作看点多

设置可操作性督导指标、市区联合执法、督
导结果透明公开……9 月以来，“双减”专项督导
半月通报制度在各地落地开花。

湖南省教育厅日前公布的“双减”专项督导
半月通报材料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压减了 854 个。

在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公布的“双减”专项
督导半月通报材料中，记者看到报告包含基本
情况、作业管理情况、课后服务开展情况等“双
减”政策相关指标，督导结果均以数字、比例体
现，各项工作进展一目了然。

“每天都可以在监测平台看到各个地方的
填报率，进行实时调度、督促和指导。”湖南省教
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介绍，督导半
月通报中校内减负部分的内容通过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的监测平台生成，具体由学校负责填报，

市州和县市区审核汇总，教育厅统筹调度。
为确保督导工作落实到位，广州市教育局

组织市、区两级责任督学开展“五项管理”“双
减”督导。每月到校督导 2 次，每次 5-10 所学
校，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已组织市级联合执法 43
次，市、区两级暗访 150 次。截至 10 月中旬，广
州市教育局实地督查调研公、民办中小学校 23
所，市级责任督学实地抽查 132 所学校。

减负增质，督导工作收获多

早上 9 点，江苏省阜宁县沟墩实验小学的
操场上，上千名小学生整齐排练“曳步舞”。作
业负担少了，课外时间多了，操场上欢声笑语回
来了。

阜宁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于利君介
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59 所，目前各校的
作业时间、课后服务时间全部达标。

记 者 翻 开 语 文 老 师 成 玉 兰 的“ 老 师 试 做
本”，10 月 20 日的作业她用 6 分钟完成。“老师
布置的作业，自己要先试做。”阜宁县沟墩实验
小学校长赵才广说，“学生完成时间基本是老师
的 2 倍，我们将各科作业总量控制在 1 小时以
内。”

在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校长帅亮介
绍，学校建立了作业校内公示制度，统筹布置作

业，并严格按照要求控制作业时间，每周统一把
数据上传。

“逛超市”“逛大集”“玩闯关”……没有书面
考试，不代表就没有考核测试。各地多家小学
采取多样考核评估方式，助力学生学习减负增
质增趣。“比如当一回小老师讲解一道题，就把
算数考了；演一出小剧、来一次看图说话，就把
语文和英语考了……”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
小学副校长李莉说。

校内改方法、校外抓违规，“双减”督导工作
“双管齐下”，效应初显。

针对民众反映较多的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培
训问题，广州市教育局做好登记和督办，由属地
教育主管部门联合有关部门核查并做出相应处
置。

截至 10 月 21 日，广州正在营业的校外培训
机构数量从 1153 家减少至 677 家，学科类校外
培训周课时数由高峰值 91 万课时下降至 19.1
万课时。

边推进边改进，督导工作“不缩水”

“‘双减’工作并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
督导数据向社会公示，有利于挤掉数据中的水
分，让工作成效经得起检验，也让相关部门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压力和紧迫感。”湖南省教育厅校

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说。
“督导半月通报主动公开信息，扩大了‘双

减’政策的宣传力度，也方便接受老百姓的监
督。”湖南省长沙市学生家长范成说，可以感受
到政府推进“双减”工作的决心和力度，也更能
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

督导半月通报制度的实施，还能及时发现
“双减”政策落实中的盲点和难点，边推进边改
进，保证实施效果。

青岛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青岛
市小学的校内课后服务经费由市、区财政予以
保障，但在课后服务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
盖的新要求下，初中课后服务经费的保障标准
和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明确。

赵才广认为，“双减”工作还要做好家长的
宣传引导，帮助家长克服对有偿补课和校外培
训的依赖，克服对考试成绩的依赖。

“督导半月通报是一种工作结果的呈现，
但推进‘双减’不止于此，湖南省教育厅还将进
一步完善‘双减’工作机制，如建立定期的工作
调度机制，加紧出台培训教材的管理、机构收
费监管等相关政策文件。”湖南省教育厅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表示。（执笔记者：郭宝
江、李晓婷；参与记者：郑天虹、王凯、陈席元、
谢樱）

生物发酵，这个听上去似乎有
些生僻的词汇，正作为新材料，应用
到诸多领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代餐、新型饮品等功能食品，
到更加柔性的生活用纸、更具功能
性的化妆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很多方面，都和生物发酵息息相关。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三届生物
活性物·功能食品与肠道皮肤大健
康 高 峰 论 坛 上 获 悉 ，我 国 企 业“ 跑
通”了生物发酵产业相关环节，并在
食品、日化等领域展开实践。生物
发酵产业也因市场的开拓而加快发
展，更多新材料正走进你我生活。

功能食品，揭开生物发
酵的“神秘面纱”

代餐、新型饮品……一段时间
以来，功能食品逐渐走红。走俏的
背后，有食品原料的开发与应用。

记 者 采 访 多 位 与 会 专 家 了 解
到，一定程度上，功能食品就是具有
特定营养保健功能的食品。除了蛋
白质、矿物质等传统功能成分，在全
球范围内，已有许多生物活性物质
和生物发酵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食品
原料和加工工艺中。

《国 民 营 养 计 划（2017－ 2030
年）》指出，着力发展保健食品、营养
强化食品、双蛋白食物等新型营养
健康食品。近年来，相关部门批准
了一批新食品原料，丰富了食品内
容，也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

以透明质酸为例，2021 年初，国
家卫健委发布公告，批准由华熙生
物 申 报 的 透 明 质 酸 钠 为 新 食 品 原
料，可应用于普通食品添加。

“华熙生物在十几年前开始对
口服透明质酸进行研究，并为国外
企业提供食品级透明质酸原料。透
明质酸钠获批新食品原料，拓展了
国内应用的新领域。”华熙生物首席
科学家郭学平说，随着食品原料的
优化升级，透明质酸软糖等一批功

能食品在市面上推出，生物发酵产
业空间加速拓展。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生物发
酵相关企业超 1.8 万家，超过 50%的
企业成立于 5 年内。

“近几年，生物发酵行业产学研
用的合作日益密切，在轻工业、食品
领域科技成果数量快速提升。我国
在许多功能食品配料产业化及应用
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生物发
酵产业协会秘书长王洁在会上说，

“十三五”期间，我国生物发酵产业
主要产品产量年平均增幅 4.6%。功
能发酵制品作为功能食品的重要配
料，2020 年产量规模超过 370 万吨。

“功能食品的快速发展让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生物发酵，让生物发
酵 产 业 快 速 走 进 大 众 视 野 。”王 洁
说。

技术创新，产业化模式
更加完善

生物发酵，看似是聚焦分子的
行 业 ，却 事 关 产 业 进 步 和 消 费 升
级。软组织填充剂、创新药、美妆日
化……随着技术创新，很多领域正
发生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让生物发酵融
入更多前沿领域，需要让产业化的
模式更加完善、高效。加大基础研
究的同时，要格外强调中试对创新
的孵化。

“产学研合作对生物发酵领域
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非常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在
会上说，生物发酵研发周期长、影响
面大，在大学、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成
果上，格外需要由院校、创新平台、
龙头企业进行中试，进而产业化，并
通过市场调整研发方向。

陈坚说，在生物发酵应用于功
能食品方面，江南大学与华熙生物
建立了研究中心，企业与院所全链
条合作，进行日化、食品等终端消费

品的开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创新模式。

“科研院校更专注于 0 至 1，我
们来做 1 至 10、10 至 100。”华熙生
物董事长赵燕说，加大中试转换、产
业转换，才会有更好的市场转换。

与会专家表示，在生物发酵领
域，越来越多的产业集群、龙头企业
尝试搭建创新平台，进行共性技术
和研究成果的中试和产业化，平台
吸纳更多科研机构、产业链中小企
业入驻，不断增强了生物发酵创新
链的韧性与活力。

完善标准，让产业发展
健康持久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天伟在会上
说，生物发酵涉及化工、制药、食品、
酿造等诸多领域，产品既包括大宗
类产品，也包括化妆品、食品等。推
动生物发酵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提
升诸多行业的创新活力、开拓更广
阔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推 动 生 物 发 酵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创新标准、应用标准等体系完善
格外重要。

以功能食品为例，专家认为，生
物活性物质应用于食品是行业发展
的趋势，但原料在食物中实现科学
合理的应用，需要开展质量规格、产
品检验等标准化的研究和制定。

郭学平介绍，华熙生物正和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联合推动行
业规范标准的建立。

王洁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
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也将不断推动标
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未来，生物发酵产业还会催生
出更多创新，融入更多领域，要将科
学基础转换成技术的支撑，通过技术
保障好产品的品质。”专家认为，一方
面，严格把握“新”的范畴，另一方面，
通过科学的方法建立有效的质控检
测技术体系，推动产业质效提升。

█新华社记者

这项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程”落实咋样？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生物发酵，这个产业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

记者 10 月 25 日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黑龙江、吉林两省公安机关联合侦破非法组织中国公民赴

“水晶虎宫殿”赌场跨境赌博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42 名，核查认
定赌资 16亿元。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联合侦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