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0年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和

改革试验区遴选结果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根据《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

区）和改革试验区遴选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20〕37号），

经省级教育部门推荐、复核、教育部确认和公示，我部认定并命

名北京市西城区等 58个地区为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试点县（市、区），天津市河北区等 16个地区为 2020年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现公布遴选结果名单，并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机制保障。省级和有关市（区）、

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对标试点县（市、

区）和改革试验区建设原则、任务和要求，明确建设工作责任分

教体艺厅函〔202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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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制定工作规划，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完善目标分工明确、

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制度体系和运行机

制，定期研究、统筹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积极在本行

政区域内遴选和建设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特色学校，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二、夯实基础条件，保障人员配备。省级和有关市（区）、

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努力改善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和环境，完

善学校体育、健康教育场地设施，加强学校医务室、卫生室、保

健室建设，配备近视防控设备，落实教室、宿舍、图书馆（阅览

室）等场所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要求，使用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

设备，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坐姿矫正器等近视防控相

关设施和用具，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鼓励中小学

配备“健康副校长”，配足配齐校医等专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及

专兼职保健教师，加强体育与健康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三、抓好五项管理，推进综合改革。省级和有关市（区）、

县（市、区）教育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手机、作业、睡眠、

读物、体质等管理要求，确保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

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

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保障学生充足睡眠时间，小学生

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 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小时，高中生应

达到 8小时，加强学生睡眠监测督导。规范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

加强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和管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四、增强体育锻炼，落实减负措施。省级和有关市（区）、

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开齐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教育课，落实

学生每天 1 小时校内体育活动，有序组织和督促学生在课间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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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活动，引导学生每天放学后进行 1—2 小时户外活动，规范开

展眼保健操。落实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

担。学校严格控制书面作业，强化对作业数量、时间和内容的统

筹管理。从严监管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类竞赛活动，严格控制义务

教育阶段校内统一考试次数。持续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

切实减轻孩子课外学业负担。

五、加大健康宣教，营造良好氛围。省级和有关市（区）、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宣传、广播电视、新

闻出版和媒体的大力支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新

媒体等作用，组建本地区近视防控专家宣讲团，面向社会持续深

入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活动。学校要将近视防控知

识纳入学校健康教育，提高学生近视防控意识和能力，积极利用

学校广播、宣传栏、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形式，对学生和家长开

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教育，凝聚教师、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

力量，营造良好氛围。

六、发挥监督作用，用好评议考核。省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

试点县（市、区）和改革试验区的指导、督促，建立本地区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制度，每年开展评议考核。协同卫

生健康部门对学校、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室（教学场所）

的采光和照明以“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检、记录并公布。协同市

场监管部门严格监管验光配镜行业，不断加强眼视光产品监管和

计量监管，加强广告监管，依法查处虚假违法近视防控产品广告，

杜绝广告和商业宣传活动进校园。

有关市（区）、县（市、区）教育部门要按照《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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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和改革试验区工作方案，报省级教育部门备案。请

各省级教育部门汇总本地区试点县（市、区）和改革试验区工作

方案，并于 2021年 6月 30日前报我部，工作方案电子版一并发

送至指定邮箱。请试点县（市、区）和改革试验区及时将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进展情况、典型经验做法和有关意见建议报我

部。

联系人及电话：樊泽民 赵浩琦，010-66096231（兼传真）。

电子邮箱：tfwssj2@moe.edu.cn。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

仓胡同 37号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与卫生教育处。

附件：1.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

名单

2.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名单

3.2020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先行示范区

名单

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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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试点县（市、区）名单

北京市西城区、怀柔区

天津市和平区

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邯郸市丛台区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中市左权县、长治市上党区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大连市西岗区

吉林省长春新区、白城市通榆县

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牡丹江市绥芬河市

上海市长宁区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无锡市江阴市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州市西湖区、台州市玉环市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厦门市海沧区、宁德市柘荣县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景德镇市珠山区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郑州市新密市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荆州市监利市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衡阳市蒸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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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肇庆市端州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贵港市港北区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成都市锦江区、达州市通川区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毕节市金沙县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汉中市留坝县、安康市平利县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庆阳市庆城县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海南州贵德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吴忠市利通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 7 —

附件 2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改革试验区名单

天津市河北区

吉林省梅河口市

黑龙江省黑河市

浙江省绍兴市

安徽省滁州市

山东省济南市

河南省濮阳市

湖北省宜昌市

湖南省娄底市

广东省汕头市

重庆市巴南区

贵州省毕节市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陕西省宝鸡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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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
先行示范区名单

浙江省温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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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有关市（区）、县（市、区）教育部门。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 5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