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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防晒衣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云朵凉感、原纱防晒等一众概念走俏市场；从

头到脚，从连帽、斗篷等款式到多巴胺配色，防晒

穿搭成为夏日潮流。

防晒衣火了，这个产业有多大？艾瑞咨询联

合相关品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防晒服

配市场规模达到 742 亿元，预计 2026 年将达 958
亿元，防晒衣占比将超 50%。

消费升级、供给“进阶”、科技赋能……“晒”出

来的大市场里，有“流量密码”。

有需求，才有商机——
由“皮肤风衣”发展而来的防晒衣，之所以火

爆市场，和防晒需求上升紧密相关。

一方面，大众防晒意识强了。“防晒抗初老”

“全年防晒”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盛行，不仅有流

量，也带火了防晒用品、防晒穿搭，不仅女士防晒，

儿童、男士防晒也成为市场新增长点。

另一方面，户外生活方式火了。登山露营、亲

子出行、徒步骑行……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走向

户外，防晒衣有了更丰富的应用场景。满足多样

化需求的新型防晒产品不断涌现，融合时尚元素

也成为防晒服饰的“加分项”。

五一前两周，京东平台儿童防晒衣、户外防晒

衣成交额环比增长超 100%，男士防晒衣、时尚防

晒衣成交额环比增长超 80%。

不止是服装，“防晒腮红口罩”“冰袖”“脸基

尼”等也销量剧增。防晒产品正打破单一季节限

制和固化标签，在审美和社交属性方面提供更多

价值。

从头到脚“捂”起来，防晒衣也讲科技——
随着先进技术“织”入一丝一布，“千丝万缕”

正走向“千变万化”。

比如，相比之前的涂层防晒，近期流行的原纱

防晒就是在服装的源头——纱线中加入了防晒因

子，制作成面料。这种工艺的加持，既保持了防晒

效果，也更加透气舒适。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防晒

衣卖的不仅是产品，也是功能，还要主打“科技内

核”。不仅防晒，凉感、轻薄、透气、时尚同样是研

发的主要方向。

这是材料的变化：凉感面料通过纤维材料组

合、加工制造技术等，实现穿着干爽清凉；绿色环

保的竹纤维和抗皱性强的聚酯纤维织在一起，更

加透气吸湿、抗菌防皱……

这有制造的变迁：不少品牌在网络上生成 3D
数字化服装，缩短市场反馈周期，提升开发“爆款”

的效率；通过工业互联网，服装、面料拥有“身份

证”，柔性生产更普及……

防止以次充好，要在真防晒上下功夫——
市场快速增长，防晒衣品种也是纷繁复杂。

有些用概念炒噱头，有些虚标功能，有些打“擦边

球”，单衣、外套都当防晒衣。一些消费者也反映，

是否真防晒，有时也“傻傻分不清”。

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脚投票。做到真防晒、

满足真需求，防晒衣才能从“网红”到“长红”。

这其中，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防晒产品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加强

监管；商家要树立诚信经营的意识，做好产品；企业也要不断创新，创造高

品质供给，回应多样化需求。

用供给“晋级”满足消费升级，“防晒经济”才能健康成长。人们期待

着，未来能有更多美“布”胜收，在炎炎夏日，来个清爽出行。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近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

布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

与 2022 年度相比，中国在全球的

位次上升 2 位，居第二十一位，是

2012年以来进步最快的国家。

“透过指数的变化，可以分析出

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情况，并持续

追踪了解教育强国发展动态和趋

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

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表示，“教育

发展是一个慢变量，也是一个累积变

量。一年来，我国教育强国指数的上

升主要表现为优势指标不掉队，短板

指标有提升，创新指标有突破。”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

育。近年来，从基础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到教育数字化转型，再到大力

发展科学教育、提升中小学教师学

历，种种举措助力基础教育扎实推

进。教育强国指数测算显示，我国

基础教育质量获得更多国际认可，

不仅多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

SA）测验中表现抢眼，国家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反映出的阅读、数学等

学科合格率与 PISA 测验反映出的

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达标率

基本相当，整体达到排名前 15位国

家水平。同时，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稳中有升，2023年达到 91.8%。

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

头。“与 2022年相比，我国进步最明

显的是高等教育普及与办学水平指

标。”马晓强介绍，2023年我国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2%，相比排名

前 15 位国家的平均水平（86.9%以

上），差距进一步缩小；在世界上具有

影响力的高 校 排名中，我国入选

TOP200的高校数逐年增加。此外，

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中 STEM（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国内主要为理

工科）学科占比处于世界前列，持续

保持在40%以上，为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据《人民日报》

这是 6月 11日在首届鲁班文创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上拍摄的文创设

计作品。

6 月 10 日，首届鲁班文创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山东省滕州市开

幕。比赛以“传承鲁班文化、弘扬中国智慧”为主题，于 4月 2日启动，两个

月时间共收到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作品 2200余件。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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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发布
中国在全球位次上升，居第二十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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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公布第

三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

什么是儿童友好？简言之，是为了保

障和实现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和参与权，为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适宜

的政策、空间、环境和服务。

近年来，山东青岛持续发力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2023年成功入选建设国家儿童

友好城市名单。眼下，儿童友好理念在青

岛深入人心，正深度融入城市建设。

“一米高度”看城市

周六清晨，约上小伙伴，戴上遮阳帽，

青岛市海信学校七年级学生刘铭泽牵着

妹妹的手，直奔浮山森林公园。

山脚下，一湾湖水荡漾；枝头上，鸟儿

唧唧喳喳。绿道蜿蜒，攀行而上，半山腰

处，“童趣园”里已来了不少小朋友。木桩

桥、跷跷板、树屋滑梯……刘铭泽与小伙

伴奔跑玩耍，欢声笑语在山间回荡。

别瞧孩子们年纪小，他们可干了一件

“大事情”——

2022 年，为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青 岛 面 向 全 市 中 小 学 校 公 开 选 拔 招 募

“小小调研员”，请他们用“一米高度”审

视城市环境，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实地调

研。“一米高度”是儿童看向城市的视角，

城市建设中要提供更多儿童喜闻乐见的

服务。

刘铭泽便是“小小调研员”团队的一

员。“我采访过各种年龄段的小朋友，还有

环卫工人、带孩子的老人……”刘铭泽告

诉记者，“许多人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儿童玩耍的场地比较少、设施比较单一，

一到周末，不知道孩子该去哪儿玩。”

意见纷纷汇总上来，形成了真实反映

孩子和家长诉求的调研报告。恰逢青岛

启动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青岛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宋立春表示：

“抓住这次城市更新的机会，从规划到实

施一步到位！”

在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总指挥部，工

作人员拿出改造图纸：“我们建了儿童设

施。你们看，有滑梯，也有秋千。”

市妇儿工委办工作人员拿着图纸看

得认真：“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做适儿化

改造，把儿童优先的理念嵌入其中，形成

有吸引力、益智舒适的儿童友好空间。”

工作人员疑惑：“适儿化改造，怎么

改？要不要推倒重来？”

“‘微改造’就可以，主要得充分考虑

不同年龄儿童游玩需求。”青岛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主任吴晓谦拿出调研报告，

“比方说，草地上的石砖小路，要考虑小朋

友的身高设计砖和砖的间隔距离。”

最终，青岛选树了 89 个儿童友好项

目，总投资额 89.1亿元。作为其中一个项

目，浮山森林公园仅仅一年时间就换了模

样，“童趣园”成了孩子们的新乐园。

截至目前，全市 89 个儿童友好项目

已全部开工建设。

儿童设施变多了，指示牌变矮了，石

砖距离变小了……刘铭泽和小伙伴们发

现，自己的很多建议真的实现了。“现在每

逢周末，妹妹总爱去公园玩。我跟她说，

这里还有哥哥的一份功劳呢！”刘铭泽很

自豪。

“一颗牙齿”看服务

“啊——”

“再张大点，让我看看后

面的牙齿，好吗？”

在 青 岛 市 口 腔 医

院口腔科，医生轻声

细语，给小患者涂窝

沟封闭剂。

“瞧，儿童初萌

恒 牙 未 经 磨 损 ，窝

沟 深 ，咬 合 面 凹 凸

不平。”青岛市口腔

医院院长王万春指着

一旁的牙齿模型说道，

“恒磨牙龋坏率最高，影

响一生的生活质量。涂上

窝 沟 封 闭 剂 ，可 以 进 行 有 效 预

防。”

“而且，适龄儿童免费做！”王万春说，

这件事从青岛开始探索，接着在全省全面

铺开。

儿童友好，健康先行。2012 年开始，

青岛市儿童口腔疾病基本预防项目列入

市办实事，政府每年投入 1000万元，给全

市儿童提供免费口腔健康教育、口腔检

查、窝沟封闭、全口涂氟和早期龋齿充填

等服务。

截至 2023年底，全市已累计投入 1亿

多元，超过 98万名适龄儿童受益，适龄儿

童窝沟封闭率达 90%。

2023 年，青岛还提出，免费为全市约

30万名儿童青少年做脊柱和视觉健康筛

查。“儿童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的大事，是

儿童友好的应有之义，更是政府提升服务

的职责所在。”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市卫生

健康委主任薄涛说。

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值得关

注。

“去年市里为 80 余万名中

小学生进行了免费的心理

健康筛查。”青岛市市北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主任王秀

香介绍，儿童青少

年 时 期 是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高 发 期 ，

但心理问题十分

隐蔽，影响因素复

杂，早发现早治疗

非常关键。

这 些 年 ，青 岛 市

民政局通过购买服务，

搭平台、育阵地、组队伍、

建机制，为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

育服务，先后对 1105 名困境未成年人进

行科学评估，为 162名存在心理问题的儿

童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青岛市李沧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李沧区沧口街道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为需

要帮助的儿童送去关爱，每月两次上门，

每次陪伴不少于 3小时。目前，志愿服务

已坚持 3年多。

“一个拥抱”送温暖

青岛东部，崂山西麓，崂山区星桥残

疾人康复中心教室内，不时传出阵阵笑

声。

4 个孩子坐成排，正在康复老师指导

下互动。他们是孤独症儿童，存在语言交

流障碍、社会交往障碍、重复刻板行为等，

且终生难愈。

“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能生活自

理。”一位陪读的孤独症患儿母亲每天带

孩子来康复治疗，“孩子进步很大，还不收

费，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为保障特殊儿童有效康复，2016 年，

崂山区创新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在

崂山区接受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少年提

供免费服务。“我们的老师多数具有专科

或本科以上学历，来自学前教育、特殊教

育、心理等各个专业。”崂山区星桥残疾人

康复中心负责人胡波说，几年来，在康复

中心接受过康复训练的学生有 150余名，

其中 20 多名融入普通小学或幼儿园就

读。

“符合条件的特殊儿童能够就读普通

学校。”青岛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元

韶表示，“而且融合教育效果很好。”

在崂山区远洋风景幼儿园，孩子们围

成圈，跟着老师猜谜语。“紫色的短袖、黑

色的裤子，是哪位小朋友？”答对的两个孩

子拥抱示好，获得一片掌声。

“被拥抱的是一名孤独症儿童。”园长

刘树芹低声介绍，“他身后跟着的是特教

老师，随时准备帮助孩子跟上节奏。”

对面的资源教室放置着蹦床、沙盘等

设施，这是特殊儿童的“小灶”。“融合教育

不是降低普通教育的标准，而是额外增加

特殊教育的个性化内容，让特殊孩子和普

通孩子在互动中共同成长。”刘树芹说，现

在园区按照 10∶1 的比例设置普特生源，

崂山区每月给每名残疾儿童补贴康复训

练救助资金最高 3000元。

青岛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艳

说，未来将进一步推进儿童残疾筛查、诊

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推进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整合资

源构建“医疗+康复+教育”深度融合服务

体系。

“一辆校车”聚合力

“‘大鼻子’来啦！”

长长的车头、金黄的车身，

一辆校车慢慢驶来，稳稳停

靠在路边。

青岛城运控股集

团交运温馨校车公

司照管员翟雪走下

车，导引孩子们有

序上车。车门处，

放置着几个“百宝

箱”，药品、文具等

一应俱全；车厢内，

孩子们创作的插画

贴成排，童趣十足。

每天上下学时间，

一辆辆“大鼻子”校车穿梭

往来，风雨无阻，构成独特的风

景线。

“青岛城区道路比较狭窄，孩子上下

学常堵车，特别是碰上旅游旺季，更是令

人头疼；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学生通勤安

全隐患很大。”青岛城运控股集团交运温

馨校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景舜说。

2011年，青岛市启动首批专业校车试

点工程，后被列入市办实事，将亟须校车

的农村列入了财政补贴计划。2012、2013
年，每年新增校车 600多辆。

2023 年，青岛城运控股集团交运温

馨 校 车 公 司 正 式 发 布 校 车 运 营 服 务 管

理团体标准。目前，全市共为 450 余所

学校开通专业校车线路 3500 余条，每天

安 全 护 送 12.5 万 余 名 中 小 学 生 平 安 上

下学。

时间久了，校车成了一个载体，引来

更多力量参与其中——

各市区的检察官走上校车，给孩子们

上堂“普法课”；青岛市出版集团人员捐赠

图书，打造“流动图书角”……

“移动的校车是一个缩影，映射的是

全社会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合力。这座

城市，也因儿童友好变得更有温度、更有

力量。”青岛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魏鲁

华说。

校车稳稳向前，驶过大街小巷。微风

吹进车厢，孩子们笑声朗朗，歌声嘹亮。

图①：青岛校车上的“流动图书角”。

赵安邦 摄（人民视觉）
图②：小读者在青岛如是书店读书。

记者 李蕊 摄
图③：青岛浮山森林公园童趣园。

青岛市妇联供图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为
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
利条件，事关家庭幸福，事
关国家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
个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推
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通
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推
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
儿童友好要求在社会政策、
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
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充分
体现。

儿童友好城市谁来建、
怎么建？记者在山东省青
岛市展开调研。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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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