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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的人民大街
是长春的交通大动脉，历
经数次改造提升，而北人
民大街能否继续北延的
问题，一直是市民关注的
焦点。

4月 23日，长春市市
长公开电话办公室对人
民大街北延问题给予了
回复，因北人民大街是区
域重要干路，其延伸线路
与既有亚泰大街和北四

环路全互通立交桥冲突，
对城市北部快速路体系
造成影响。因道路穿过
既有铁路线，对现有交通
造成影响，综合上述因
素，将北人民大街向北四
环延伸路段，调整为地下
通行，地面道路调整为公
园绿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陆续 实习生 许照彬
报道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于教育部《通知》的要求，长
春市的家长、老师和学生对此怎么
看呢？26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
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在《通知》中，记者注意到，要严
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要求小学一
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
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
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不超过90分
钟；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不给家
长布置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
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
业。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念，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营
造良好家庭育人氛围，合理安排孩
子课余生活，与学校形成协同育人
合力；督促孩子回家后主动完成学
校布置的作业，引导孩子从事力所
能及的家务劳动，激励孩子坚持进
行感兴趣的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
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

学生：
“学校作业少是我的心愿！”

小丽（化名）是一名初中一年级
的学生，从读初中开始，她便患上了

“作业困难症”，对于《通知》中提到
的学校要少留作业的问题，小丽举
双手赞成。

“上小学时，特别是六年级下学
期，学校老师根本不给我们留作业，
那时的生活太值得怀念了，如果初
中也少留作业，我想这是我们所有
初中生的心愿！”小丽毫不掩饰自己
的想法。

她说，在她读小学的时候，老师
每天留的书面作业都不多，那时，学
习的课程科目也少，她有更多的时
间把精力放到自己的兴趣中去，比

如，妈妈给她报了画画、舞蹈和乐器
等兴趣班，她在学习文化课之余，还
能在其他兴趣班中找到自己学习的
乐趣，从各个方面来充实自己。

“可是读了初中以后，课程科目
多了，老师留的作业也多了，刚开学
的前几个星期，我几乎天天对着父
母哭鼻子，初中的生活，我有些适应
不了！”小丽表示，学校的作业太多，
每天都要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去完
成作业，天天要晚上11点左右才能
睡觉，兴趣班的课程几乎全停了，她
在学习中找不到学习的乐趣，一度
产生厌学的情绪，“我有时和爸爸妈
妈说，自己不想读书了，太累了，可
是爸爸妈妈从来不批评我，他们理
解我，耐心地劝导我，希望我能对学
习提起兴趣！”

家长：
“不批改作业可以，但要监督
孩子作业完成情况!”

“我赞成《通知》中关于减少学
生书面作业时间的要求，但家长对
孩子还是要尽其所能地加以指导，
不能批改作业，但看看孩子作业的
完成情况总该是可以的！”张女士是
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家长，她也
表达了自己对《通知》要求的看法。

她说，从初一到初二，她家孩子
的课后作业都非常多，这些作业都
是初中的各科老师留的，写完这科
再写那科，每天晚上都得拿出4个多
小时的时间去完成，假期时的作业
更多，孩子出门玩的时间都没有。

“学校老师不但留写的作业，还留语
音作业、视频作业，每天都得要在微
信群里面打卡，老师的确负责任，不
打卡、不完成作业的，老师一定会在
群里面直接批评，因此，每个孩子都
要当作任务一样完成！”

“我儿子天天被作业困扰着，业
余的时间被占用得十分厉害，写作
业时经常发脾气！”张女士说，她不
是不希望老师给学生留作业，要适

度。她一直认为，学习成绩好、考上
好的大学是孩子成才的一条路，但
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学习成绩不
好的孩子不代表以后不能成才，“因
此，《通知》中要求少留作业是非常
好的，对成绩好和成绩坏的孩子来
说，都是好事儿！”

同时，她也表示，她不赞成“严
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因为学校留
的作业少，不代表不留作业，家长要
看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不能因为
《通知》要求而“袖手旁观”，不尽到
父母监督孩子的责任。

老师：
作业可以减少但不能过少

长春市朝阳区一所中学初中一
年级的数学王老师一直担任班主任
的工作，她对教育部的《通知》也是
赞成的，但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说，她担任班主任这多年
来，对于各个年龄段孩子的性格和
学习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对于
家庭作业来说，很多孩子的自律和
自制能力特别差，如果不用作业来
约束和强化学生，他们学习的那根
神经可能不会绷得更紧，“初中学
习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十分重要，
如果不在这个时期给孩子养成一
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以后的学
习就会出问题，学习能力培养不好
会影响孩子以后所有关于学习的
方方面面。”

因此，王老师认为，学校的作业
是必须要给孩子留的，“以前，我可
能给孩子留的作业比较多，但以后，
我也要控制孩子的家庭作业量，达
到适度的要求，但不能过少！”

同时，她表示，这么长时间以
来，她一直没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要
求家长批改作业，因为批改作业是
老师教书育人的责任，“这项工作”
不能要求家长来完成！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
习生 许照彬 报道

长春北人民大街继续向北延伸
在北四环路段调整为地下通行

学生作业要“减负”长春家长老师怎么看？

4月26日下午，第二届“吉林音
乐奖”暨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吉林省选拔赛钢琴组决赛在吉林艺
术学院开赛，来自省内的9位选手带
来精心准备的钢琴曲目。激烈的比
赛、动人的旋律也给在场的观众带
来一场别样的视听盛宴。

下午1点，钢琴组决赛在音乐
厅上演。随着主持人报幕结束，一
号选手登台演奏。长达20分钟的
钢琴曲演奏，带领观众们走进了音
乐世界。这名选手是来自吉林大学
艺术学院研二的李阳，身为第一位
上场的选手，不免略有紧张。演奏
结束后，李阳说：“正常发挥，顺其自
然，只要把最好的音乐展现出来就
可以。这次比赛更多的是一种学习
和交流。”二号选手时铭浩同学表
示，从今年寒假就开始准备这次比
赛，她觉得自己还有需要提高的地
方，还需多努力。

选手张家闻是一名东北师范大
学研三的学生，他说：“快毕业了，有
幸参加这次比赛，进入了决赛阶段，
准备了两首作品，主要是想通过这
次比赛学习经验，看一下其他选手
的表现。希望能开阔眼界，多长点
见识。”张家闻觉得，以这样的方式
迎来自己的毕业季很有意义，这也
将是他学生时代一段难忘的经历。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陈翘楚同学准
备了两首曲目，她希望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大四
学生车玲歌说，虽然这次准备得有
点匆忙，但还是希望能拿出自己最
好的状态。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键盘
系主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钢琴
协会会长梁梅女士是本次比赛评委
之一。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刚才
看了三位选手的演奏，我觉得他们
从技术上都是比较好的，能看出来

做过充分的准备，而且吉林省音协
做的这次选拔比赛，也是做了很充
分的准备。对于接下来的选手，我
想提醒大家要放松心情，发挥出最
好的水平，比赛不只是结果，从中更
要享受这个过程，通过交流和学习，
一起进步提高。”

据悉，“吉林音乐奖”是由吉林
省委宣传部批准，吉林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主办，
全省唯一常设的音乐类赛事评选活
动。吉林省选拔赛设表演类【钢琴、
古筝、声乐（美声、民族）和创作类
（器乐作品、声乐作品）】。决赛阶段
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按所设获
奖名额分配原则获得由吉林省文联
和吉林省音乐家协会颁发的“吉林
音乐奖”证书，并按个人成绩优先推
送参加全国音乐金钟奖赛事。/城市
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暄 报道 吉林省
音乐家协会供图

第二届“吉林音乐奖”暨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吉林省选拔赛钢琴组决赛开赛

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
崴子村位于长白山西北
麓，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头
道松花江从村前蜿蜒流
过。崴子，意为山、水弯曲
的地方。这里的百十来户
人家，曾经因为交通不便，
致富路被挡住了。如今，
交通便利了，村民们端上
了“金饭碗”。2020年，全
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4万
元。

黄家崴子村坐落在山
坳里，以前因为交通不便，
村里香甜可口的黏火勺只
能作为乡亲们过年的主食
干粮。10年前，看着穿村
而过的通白铁路上的火车
往来穿梭，乡亲们就在想，
要是能在这儿设个乘降
所，就可以坐着火车进城
卖山货了。

在村里的积极争取
下，沈阳铁路局派出工作
人员来到这里实地考察，
了解到当地村民发家致富
的渴望，他们同意在这里
设立乘降所。这样一来，
乡亲们买上3元钱的火车
票，就能把村里的山木耳、
蜂蜜、黏火勺、新鲜小菜卖
到城里，每天人均获利百
元。黄家崴子这个全国有
名的“1分钟车站”还拍成
了电影《火车一响》，直接
给黄家崴子村打了一个大
广告。

村民郑殿有最早发现
了商机，搞起了蔬菜大

棚。可是规模上去了，火
车运输的短板却暴露出
来。他说：“坐火车卖菜只
是每人背个背筐，每次只
能背100斤左右，多了拿
不了。”铁路不行改陆路，
黄家崴子的村民们又想起
了那句话：要想富先修
路。全村老少齐上阵，一
锤一镐地硬是拓宽了4公
里的山路。可是，这样的
路重货车还是进不来。
2020年，抚松县依托自然
资源打造仙人桥温泉小镇
等5个节点城镇，完善基础
设施成为重要一环。不
久，宽6米双向两车道的仙
抚高等级公路修到了村
口。黄家崴子村趁此机
会，一口气建起了上百栋
特色种植业大棚，郑殿有
更是带头搞起了绿色有机
种植、休闲采摘的乡村游
项目。

“今年的黄瓜我是用
黄豆粉碎沤成的生物肥料
种植的，现在白山、抚松等
地都有游客前来采摘，年
净收入达2至3万元。现
在开车出去卖货，每天能
拉出去500多公斤。”郑殿
有说。

路通了，融山水观光、
红色旅游、民俗风情、生态
养生、休闲农业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正在成为黄
家崴子乡村振兴的新路
径。/吉林日报记者 毕玮
琳 报道

小山村通了致富路

4 月 26 日，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碳中
和产业园开工暨国家电投
长春氢能产业基地项目签
约仪式举行，这是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落实
省委“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的具体行动，也是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融入
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实
施陆上三峡工程，落实长
白氢能走廊建设的战略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项目规划总
占地面积67万平方米，计
划总投资超100亿元，主
要建设国家电投氢能源综
合利用产业基地、制氢装
备制造基地、氢能电池生
产研发中心、碳交易中心
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集碳中和关键

技术和装备研发创新、示
范应用、高端装备制造一
体化的产业集聚区。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将依托国家电投氢
能公司、吉电股份等国内
外企业加快制氢，拓展示
范应用场景，打造氢能装
备制造基地和氢能产业高
地，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同时，强力发展氢
燃料电池电堆、关键核心
部件到氢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集群，为长春国际汽车
城建设添砖加瓦。围绕省
委“对接长春、共享发展”
工作要求，通过氢能产业
联动白城、延边等地对口
发展、合作共赢，并积极推
动氢能前沿技术国际合
作，开拓日韩乃至东北亚
市场。/吉林日报记者 孟
凡明 报道

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碳中和产业园开
工暨国家电投长春氢能产业基地项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