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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吴其军）“我家小菀视力已接近5.0，不久就可以摘掉矫正

眼镜了。”近日，在接女儿回家时，郭女士开心地对女儿的班主任说。小菀是宁波江东实验小

学二年级（1）班的学生，她摘掉眼镜后，这个班级将没有一个近视学生，这得益于江东区实

施的护眼工程。  

  早在2008年，江东区就在宁波市率先实施护眼工程。今年，江东区在全区中小学中再次

实施护眼工程，继续以3年为限。新一轮护眼工程中，江东区将在每年4月，由教育部门组织

医疗专家在不通知学校的情况下，随机抽查几个班级或一个年级组，抽查检测结果不但在全区

排名，公开通报，还将作为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的一项硬性指标，列入对校长的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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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健康监测显示：学龄前儿童视力不良率1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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