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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由中铁二十一局承建合

武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石山隧道出口

进入正洞施工阶段。

合武高铁安徽段东起合肥枢纽，西

至武汉枢纽，全长 360.6 公里，安徽段新

建正线 166 公里。中铁二十一局承建

合 武 高 铁 安 徽 段 四 标 项 目 线 路 全 长

33.51 公里，主要包括隧道 4 座、桥梁 16

座 、涵 洞 13 座 、双 块 式 无 砟 道 床 铺 设

67.03 公里、预制架设箱梁 151 孔、路基

和四电等建设任务。

石山隧道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

也是合武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隧道

穿越大别山脉，面临山势陡峻、危岩落

石、突泥涌水、塌方、断层等挑战，施工

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为保证隧道顺利进入正洞施工，项

目部超前谋划，根据工程任务变化迅速

研讨对策，多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踏勘

现场，对隧道周边环境及地质、水文、交

通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不仅克服了地质

条件多变、洞口围岩稳定性差等自然挑

战，而且解决了施工便道铺设与维护的

问题。

“石山隧道出口正洞动工建设，是

项目部全面加速推进合武高铁建设迈

出的坚实一步。这不仅是一项工程技

术的挑战，更是对我们在协调、管理、创

新上的综合考验。”项目总工张龙辉表

示。下一步，项目部将紧抓每一个有利

施工窗口期，精心安排工期，坚持安全

与质量并重，不断提速增效，打造精品

工程、示范工程。

与此同时，项目部利用物联网、云

计算等先进技术打造的智慧隧道监测

系统，能远程获取并实时分析数据，增

强了监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作为联通合肥与武汉的高速通道，

合武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安徽省

与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时空距离，推

动产业培育升级和区域开放合作，对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和中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都

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王馨 李鹏飞）

中铁二十一局承建合武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进入正洞施工
5 月 30 日 ，国 网 西 和 县 供 电 公

司 青 年 志 愿 服 务 队 走 进 国 网“ 电 力

爱 心 教 室 ”公 益 品 牌 项 目 落 地 的 甘

肃 陇 南 西 和 县 大 桥 镇 九 年 制 学 校 ，

开 展 安 全 用 电 公 益 课 堂 进 校 园 活

动 ，让 学 生 们 提 前 过 了 一 个 特 别 的

“六一”儿童节。

“同学们，电是我们工作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能源。它是一种清洁高效的

能源。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很多电器

都会使用到它，比如电灯、电脑、电视、

饮水机、电磁炉、冰箱等等。但在使用

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严重

伤害，还会引发火灾事故。同学们平

时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规范

用电。”国网西和县供电公司志愿宣讲

员马须祥考虑到中小学生对电的理解

和认知能力有限，结合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不良用电习惯，以通俗易懂、简洁

生动的描述向学生们讲解了如何安全

用电、如何避免触电伤害、如何防范电

器火灾，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

兴趣。

“湿手为什么不能插拔插头，触碰

开关？”“金属材料是否导电，橡胶和塑

料制品导电吗？”“人体的安全电压是

多少，人体是绝缘体吗？”有趣的快问

快答、拍手歌等课堂互动形式，一次次

将课堂氛围推向了高潮。

“非常感谢供电公司的叔叔、阿姨

陪伴我们度过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

节。我们不仅学到了安全用电知识，

还收到了节日礼物。我和同学们感到

很 开 心 。”一 年 级 学 生 赵 雨 婷 高 兴 地

说道。

此次活动是国网西和县供电公司

进一步宣传和提升“电力爱心教室”公

益品牌影响力，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助

力公益事业的一次生动实践。今后，

该公司将以公益课堂为载体，不断加

强校企合作，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持

续 开 展 国 网“ 电 力 爱 心 教 室 ”志 愿 服

务，用心守护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校园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刘俊强）

国网西和县供电公司：公益课堂进校园 安全用电有保障

大个子“窝”小桌子

山西高二学生家长张先生不久前参加家长会发现，教室的课桌

椅坐得不舒服。“我身高不到一米八，就得弯腰屈腿，很难受。班上

很多男生个头比我高，每天还要坐七八个小时。”张先生说。

记者采访发现，中小学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的现象有普遍

性。广东一所中学高中部梁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高中部三个年级使

用的课桌椅型号是一样的，课桌高度在 80 厘米左右，且都是固定

的。高二的肖同学说，自己身高一米九，课桌椅高度不太合适，“坐着

比较难受，腿伸不直，会驼背。”

近年来，不少地区的学校为学生更换了可调节课桌椅，但调节

不及时的问题较为突出。东部某省一小学老师表示，该校六个年级

使用同一型号的可调节课桌椅，学校每学期统一进行调整；“一个班

的课桌椅高低都是统一的，不会单独为某个学生调整。”

除了桌面和椅面高度，桌斗设计也给一些学生带来困扰。北京

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陈忠玲说，由于桌斗太小，很多学

生只能将书包立置在座椅靠背前，导致学生的腰背部缺乏支撑，无

法长时间保持健康坐姿；桌斗下方空间不够，一些学生只好侧身坐

或将腿伸到桌外，引发不良坐姿。

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郭欣说，判断课桌椅高度是否

符合孩子身高，可以看孩子坐姿是否符合“三个 90 度”，即大臂和小

臂成 90 度、上身和大腿成 90 度、大腿和小腿成 90 度。

2014 年发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

要求》规定了课桌椅的 11 个型号和与之匹配的适宜就座者身高范

围。一项 2021 年针对中部某省 660 所中小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

课桌椅符合国标要求的不到 20％。

课桌椅为何变“成长的烦恼”

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有多方面原因。

据了解，课桌椅国家标准历经数次修改，最新版本是 2014 年发

布的，距今已有 10 年，存在一定滞后性。

教育部 2021 年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

示，与 2014 年相比，2019 年全国 7—9 岁、10—12 岁、13—15 岁、

16—18 岁 、19—22 岁 男 生 身 高 分 别 增 加 0.52、1.26、1.69、0.95、

0.81 厘米，女生身高分别增加 0.72、1.24、0.97、0.80、0.62 厘米。

深圳市 2019 年组织的一项调研显示，当地部分中学生身高超

过 190 厘米，国家标准最大号 0 号课桌椅已不能较好满足这部分学

生的需求，因此当地在最新采购标准中新增了 0＋号课桌椅。

教育界人士表示，虽然国家有相关的课桌椅配备标准，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学校经费有限，短期内全部置换成符合要求的

课桌椅有难度。

一家大型课桌椅制造企业负责人说，学校之所以喜欢固定式课

桌椅，是因为它更加便宜耐用，出厂价就几十块钱。相比之下，可调

节课桌椅价格高不少。福州市鼓楼第五中心小学去年的一份采购

结果公告显示，该校共采购可调节课桌椅 165 套，共花费 82170 元，

每套单价 498 元。

多位受访者指出，课桌椅匹配不上学生身高，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是学校管理跟不上。一位教育部门人士坦言，很多学校虽然换了

可调节桌椅，但后期维护管理跟不上，没有及时调节高度。

让课桌椅更“合身”还需多方发力

课桌椅看似小事，却关系到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让课桌椅

更“合身”，为孩子们创造更舒适的学习环境，还需要多方发力。

广 州 市 中 小 学 卫 生 健 康 促 进 中 心 主 任 戴 秀 文 表 示 ，广 州

市 把 课 桌 椅 配 备 中 的 卫 生 要 求 融 入 校 医 培 训 课 程 ，规 范 指 导

各 班 级 课 桌 椅 调 整 。“ 学 生 课 桌 椅 配 备 符 合 率 要 达 到 80％ 以

上 ；当 一 名 学 生 有 两 个 适 用 课 桌 椅 型 号 时 ，优 先 选 择 尺 寸 较 大

的 ，为 身 高 增 长 留 有 余 地 ；对 于 身 高 、体 重 等 体 征 明 显 超 常 的

学 生 ，应 尽 可 能 通 过 定 制 特 殊 型 号 课 桌 椅 等 方 式 解 决 。”

多地教育部门人士建议，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健

康使用课桌椅重要性的认识；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大财政投入，尽快

为中小学校配备可调节课桌椅。同时，课桌椅相关标准应当及时更

新，跟上学生身高增长步伐。

“应当鼓励创新，不断改良课桌椅的设计和工艺，为学生设计出

更科学、更好用的课桌椅。”陈忠玲说，可设计无需工具和专业人员

操作就可以及时调节高度的课桌椅，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桌斗。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课桌椅采购和配

套管理的指导，将课桌椅配备情况列入考核；卫生部门要做好日常

监测和随机抽检，压实责任，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3日电）

孩子们个头高了——

课桌椅能否跟着“长”

从一块“田”看“大国粮仓”之变

“夏粮丰则全年稳”。当下，夏粮产量

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河南麦收过半。尽

管今年小麦灌浆期遭遇干热风，但河南商

水县种粮大户邱守先心中悬着的“石头”

还是落了地：2100 亩小麦喜获丰收，平均

亩产 1400 斤，与往年相比，量质齐增。

邱守先指着眼前 2020 年建成的高标

准农田，说出了丰收秘诀：智能化程度高、

集约化力度大、防灾减灾能力强。

目之所及，田间喷灌设备林立，还有

虫 情 、墒 情 、苗 情 、灾 情 监 测 等“ 硬 核 装

备”。只需一部手机，即便不在田间地头

也能“云种地”。

邱守先的“科技田”，是中部地区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缩影。

仓廪殷实是百姓之盼。我国人均耕

地数量少，让老百姓“吃好饭”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事。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

地，五年来，中部地区以田为抓手，大力推

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施新一轮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用全国约四分之一的耕

地，生产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粮食，每年

总产量稳定在 4000 亿斤左右，“大国粮

仓”根基更加稳固。

从大河之南到洞庭之滨，宏大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铺展开来，实现粮食生产

高产稳产、农民增收。

在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一处省级粮食

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集中连片、灌渠

纵横的稻田长势喜人，一排排白色的诱虫

灯整齐分布。

五年来，中部地区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牢固。 其中，

安徽建成高标准农田 6256 万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 75％，实现“二十连丰”，每年净

调出优质粮达到 200 亿斤左右。

“麦秀两歧、穰穰满家”。近年来，中

部地区又扭住种业振兴这个“牛鼻子”，在

“丰粮仓”的同时着力“优粮

仓”，破解粮仓大而不优的问题。

在“优质粮仓”支撑下，河南、湖北、安

徽等地推进“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产业

链建设，崛起万亿级现代食品产业集群，

让“大国粮仓”迈向“国人厨房”，进入“世

界餐桌”。

从一串“谷”看中部发展之新

武汉光谷、合肥声谷、太原晋创谷……

一个个科创地标勾画出中部地区

依 靠 创 新 驱 动 高 质 量

发展的深层逻辑。

五年来，中部地区牢记嘱托，推动创

新发展要素加快集聚，现代化产业体系加

速构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

27.3％ 和 17.8％ ；经 济 总 量 稳 定 在 全 国

21％以上，其中，河南、湖北、湖南经济总

量位列全国前十。

在科大讯飞带动下，截至 2022 年底，

声谷入驻企业数突破 2000 户，年产值超

2000 亿元，形成以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

产业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聚集全省创新资

源要素，打造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在高

速飞车、8 英寸碳化硅长晶炉等关键核心

技术上取得新突破。

郑州牢牢抓住区位优势，建设算力枢

纽，赋能千行百业。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配备的新一代嵩山超级计算机，每秒可

进行 10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国家超

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正加紧建设……

在算力基础设施等支撑下，中部地区

传统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

化转型。今年一季度，中部地区高端装备

出口增长 42.6％。

从一条“路”看协作发展之效

驱车前往安徽金寨县的路上，河南商

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党支部书记陈启鑫

一路感慨。20 年前到一岭之隔的金寨县，

要跋山涉水、走上大半天，现在只需半个

小时。如今，这条“路”已经成为共同富

裕、协作发展之路。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里罗城村，处

在豫鄂皖三省交界处，大山阻隔，曾让这

里交通闭塞、贫困落后。十年来，里罗城

村与湖北麻城市、安徽金寨县间的断头路

被打通；2020 年，当地投资 3300 万元建

设一条 7 米宽 3.5 公里长的循环旅游路，

当年，这个省级贫困村 180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

交通“末梢”被打通，里罗城村与麻城、

金寨的村庄抱团发展跨区旅游，相互引流，

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旅游火红，茶叶、油

茶、黑木耳等农产品有了出路，村民腰包鼓

了，纷纷住上小洋楼。里罗城村村民陈先

福，感念交通带来的变化，将自己的农家乐

取名“交通酒家”，一年收入 10多万元。

去年，江淮运河全线贯通，结束了淮

河中游与长江中下游之间水运不畅的历

史，让安徽、河南协作发展更紧密，也让中

部地区更深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 部 通 ，路 路 通 。 中 部 交 通 四 通 八

达，为东部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南北

经贸交流合作提供广阔通道，在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中作用不可或缺。

如今，以郑州为中心，高铁通达全国，

形成覆盖周边省会城市、京津冀城市群的 2

个半小时经济圈，覆盖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4小时至 6小时

经济圈。 （据新华社郑州 6月 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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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万物凝新绿，江山入画图。从空中俯瞰，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等中部六省像一只丰盈饱满的纺锤，静卧在江河之间。五年来，以创新为“丝

线”、绿色作画图，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中部锦绣画卷正徐徐织就。

新起点上看崛起。跟随新华社记者的脚步，寻“田”、访“谷”、问“路”，触摸

中部地区创新驱动、区域协同、绿色崛起的奋进脉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眼下孩子们平均身高越来越高，但一些学校的课桌椅却没

有跟着“长”。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由于课桌椅国家标准滞后等原

因，不少地方存在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大匹配的情况；课桌椅

“低配”现象，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烦恼”，无形中增加了近视、驼

背等健康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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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位于湖南浏阳经开区的长沙

博大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

制造汽车零部件。

②员工在今上半导体（信阳）有

限公司表面贴装器件生产线上进行

操作。

③工人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

的一家纺织公司自动化车间内给布

卷生产设备接线。

④在比亚迪长沙雨花工厂，机械

臂在焊接车身。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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