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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篇
法院榜上，“杭州中院”继续蝉联榜首。值得一提的是，该公众号有2篇文章进入热

文榜前五名，《杭州市区（不含临安区）法拍房纳入住房限购》一文关注度极高，想要竞

买法拍房的小伙伴，这条内容一定不可错过。

各家“花式”夺榜，如何接招？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281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天台普法”：

“天台普法”是天台县司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是一个权

威、专业、亲民的政务互动平台，旨在弘扬法治文化，宣传法律

知识，提供法律服务。

快来加入QQ群

三月淅淅沥沥的雨水并没有拖住大家夺榜的脚步，榜单
争夺战依旧热火朝天，有民生新闻，也有感人故事。本期榜
单，各家公众号都是如何“花式”夺榜的？一起来看看。

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
号457362088，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
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本报冲榜热线：0571-85311275；QQ：512864451。

一、政法委篇
政法委榜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本期“微嘉园”重回榜首，阅读总数遥遥领先。其

《关于公开征集以祝爱耀为首的重大犯罪团伙线索的通告》一文获得了5万多阅读量的

同时，也收获了不少的留言和点赞。

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榜，“湖州检察发布”表现亮眼，获得影响力榜第二，其《【两会看湖检】一

图读懂2020湖州检察工作答卷！》一文位居热文榜第一。2020年湖州检察干了啥，这

篇图文一览无遗。

四、公安篇
本期公安热文榜十分亮眼，热文前五名均是“10万+”。其中，“温州公安”的《温州

这位派出所民警，上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头条！》一文最吸睛。民警带犯人在医院体检，

没想到遇到老婆独自来产检，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感动了不少人。

五、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行政榜，“浙江监狱”依旧位列影响力榜第一名，而热文榜的第一名则来自

“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的《你好，“贾晓玲”，妈妈有几句话和你说》。最近，电影《你好，李

焕英》大火，文章趁着电影热度讲述了身着警服的“李焕英”对自己的“贾晓玲”的心里

话，真挚感人。

本报记者 王亚 文 马丽红 技术支持

新华社 邹多为 马卓言 吴雨 申铖 胡喆 李铮

“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质将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整体实

力、社会的幸福程度。”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

学校长唐江澎7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委

员通道”上的发言引发共鸣。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每个家庭的大事。

当下，学生作业家长写、教育类App泛滥、孩子负面情绪

等问题广受社会关注。如何将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

益的行为改到位、改彻底，代表委员对此展开热议。

“学校和家庭既要有合作，也要有侧重。”全国人大代

表、东北育才学校校长高琛说，学生作业是课程教学的一

部分，布置作业、组织学生完成作业和批改作业，是学校和

教师需要承担的工作，“学校应该科学合理制定内容，让老

师们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中去。”

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代表认为，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共同担负涵养孩子正确价值观、树立健全人格的

责任。学校教育倾向于通识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在团队协

作、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家庭教育则侧重于学生个体

的独立发展。

她还建议，学校应把学生的校外时间还给家庭，由家

长主导，为家庭教育生活留出足够空间。

受疫情影响，“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使得在线教

育迅猛发展。作为“云端”学习平台的核心载体，教育类

App大量涌入市场。移动上课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参差

不齐的内容也形成了“指尖负担”，亟待规范引导。

解决这一乱象，在北大附中集团总校校长王铮代表看

来，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规范，有针对性地对在线教育

企业的责任权利做出规定，明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在此基础上，监管力度还要继续加强。”高琛说，教育

行政部门应联合网信办、市场监管等部门综合运用经济、

法治、行政等手段，严格在线教育企业的准入机制，并对其

办学条件、收费管理、营销方式等提出标准和要求。

关注基础教育多年的刘希娅经过调研走访，呼吁建立

在线学习产品管理平台，对App推送的学习内容、教师资

质、开班情况、学生数量、收费标准等信息统一录入平台，

并对学生、家长开放查询，进一步促进线上教育规范有序

发展。

此外，她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由教研机构、教

师、家长、社区人员等相关利益群体组成社会监督团体，对

在使用过程中不合格不科学的产品，应勒令其下架整改。

内卷、鸡娃、虎妈、狼爸……流行热词背后流露出满满

的教育焦虑。如何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们

的心理问题又该怎样疏导？

“心理健康教育要从小抓起。”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

代表说，积极健康的心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靠大人

培养，心理健康教育要渗透到家庭和学校教育工作的方

方面面。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在高琛看来，一方面，学校要建

立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体系，注重心理教师的队伍建

设，增强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家校

协作，引导家长提升育人智慧，共同为孩子营造健康和谐

的成长环境。

心理问题还应寻求专业帮助。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

级中学教师王家娟代表认为，医疗卫生机构应在青少年心

理状态诊断、评估和干预过程中发挥专业作用，对在校学

生的心理行为问题采取必要的预防干预措施。

家校边界不清、App泛滥、负面情绪难疏导
这些教育“焦虑”怎么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