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0日，2013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开赛，专业选手创造了27年来
最好成绩，群众选手也获得了参与的快乐。然而，一些参赛者的不文明行
为让“北马”屡现尴尬———由于赛会组织方设置的流动厕所和公厕有限，
很多选手沿途“就地解决”。 据央视

如厕不便，“就地解决”
北京马拉松大赛屡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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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
的国学和传统文化教材进入大
陆30所中学试点推广的消息引
发广泛关注。

30所中学引进台国学教材

新学期， 大陆近30所中学
的高中生用上了来自台湾的国
学和传统文化教材———由中华
书局引进的台湾高中必选课教
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据媒
体报道，这30所中学中，包括北
京四中、郑州五中、复旦附中等
学校。 这是台湾国学教材首次
进入大陆课堂。

据了解，《中华文化基本教
材》 是台湾地区使用了近60年
的传统文化教材。 此次中华书
局引进版教材与原教材内容、

体例基本一致，分上下册、22个
单元，上册为“《论语》选读”，下
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
选读”。

不同学校推广情况不同

据了解，受教材内容、教学
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 这套教
材目前在试点中学的推广使用
情况也有所不同。 据上海媒体
报道， 复旦附中从今年9月开
始， 在其高一和高二的两个文
科班（共计72人）使用该教材。

据郑州媒体报道， 郑州五
中使用该套教材的为该校北师
大实验班，而且每周只抽出1个
课时由老师讲解此套教材。而
这套教材在北京， 也只是一家
民办中学在使用， 此前所称的

几所北京试点学校， 并未在这
个学期使用。

并未作为大陆中学必修课

对于台湾国学教材进入大
陆中学试点一事， 国务院台办
发言人杨毅说：“两岸加强教育
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是好
事，我们支持。”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日
前表示， 台湾国学教材被部分
学校引入后， 大多是作为师生
的课余读物。 对于两岸传统文
化教材交流， 教育部持赞同和
支持的态度。不过，教材的遴选
和审订以及最终的使用有完善
的程序， 目前这套教材并未作
为大陆中学必修课以及选修课
的教材使用。 ■据法制晚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8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半
年多来国务院出台的促改革、调结
构措施落实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
抓好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础的相
关工作。

会议研究了促改革、 调结构
各项措施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指
出，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要坚
定信心；在经济稳中向好时，也要

保持清醒头脑。 要以更大力度推
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继续抓好已
出台措施的落实，使改革红利不
断释放， 让政策效应持续发挥，
真正做到既利当前更惠长远，夯
实稳中向好基础，促进经济提质
增效，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
后劲。

会议要求，一要以政策兑现为
目标，毫不松劲抓落实。各地区、各

部门要针对政策措施落实中的薄
弱环节， 加快完善和细化配套措
施，以务实高效的工作，让政策措
施尽快“落地”，进一步稳定来之不
易的积极向好的市场预期与社会
信心。 二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
手，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实施政府
职能转变，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
湖”现象，克服拖延应付和打折扣、
搞变通的行为，研究推进改革的具

体措施， 让市场作用得到更好发
挥，让政府管理更加到位，努力营
造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要以塑造竞争新优势为导向，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挖掘新的消
费增长点，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有效化解
过剩产能； 加大金融等支持小微
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力度， 谨防
各类风险；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

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更好参
与国际竞争。四要以保基本、兜底
线、促公平、可持续为准则，做好
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 继续鼓励
就业创业， 切实落实促进大学生
和困难群体就业各项措施， 完善
配套细则。 健全困难群体基本生
活保障机制，妥善安排灾区群众生
产生活。

■据新华社

国务院：打通阻梗政令的“堰塞湖”
部署进一步促改革、调结构措施，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础

台湾国学教材首入大陆课堂
30所中学今秋试点推广 教育部表示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