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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切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郑金悦

试用期内用人单位给予劳动
者的薪酬、福利待遇一般低于转
正 后 ， 且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相 对 容
易，在实践中存在不少滥用试用
期 、 违 法 二 次 约 定 试 用 期 的 行
为。近日，高新区法院判决了这
样一起劳动合同纠纷。

去年 9 月，张女士（化名）入职
宁波市某数字科技公司，在签订的3
年期限书面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
期 3 个月，为 2023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23年12月20日止，另载明，公司对
符合条件员工实行绩效考核，经考核
不合格、培训后仍不合格的，公司有
权解除劳动合同。

合同签订后，张女士陆续开
展工作。同年 12 月 14 日，张女士
收到了人事部门的通知：根据其
目前业绩和开单情况来看，还未
达合格评分，需要提交延期转正
申请。张女士遂按此操作，其试
用期延长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

2024 年 2 月，公司向张女士
发送 《试用期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张女士不服，认为公司违法
约 定 试 用 期 、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且未作出任何赔偿，经劳动
仲裁后诉至法院。

高新区法院审理认为，法律
对 试 用 期 的 规 定 属 于 强 制 性 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违反，在劳动
者试用期结束后，用人单位可以
根据其表现选择录用或不录用，
但不能以由劳动者提出延长试用
期的方式变相再次约定试用期。

此外，张女士的试用期应在
2023 年 12 月 20 日已满，但公司
在非试用期内以她未达到考核标
准、未达录用标准为由与其解除
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某数字科
技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张女士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2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 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
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法
官提醒，用人单位要规范适用试
用期制度，设置明确且合理的录
用条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告
知劳动者相关的规章制度，注意
试用期的法定期限和工资待遇、
试用期解除劳动关系的条件以及
解除程序等。

试用期满
让员工申请延期转正？
警惕二次约定试用期的套路陷阱

见习记者 水蓝薇
通 讯 员 陈佳玲 马新立

11月12日，在慈溪长河镇岳森
果蔬农场，农户正忙着采摘豌豆。

该豌豆是一种短季鲜食豌豆。
与普通秋季播种春季上市、需 160
天以上才能采收的豌豆不同，这种
豌豆于 9 月播种，从播种到采摘所
需时间约为 50 天，具有生长周期
短、产量高、口感好等特点，而且
弥补了当下的市场空白，所以售价
高于普通豌豆，单价约为 40 元一
公斤。

据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
广研究员许林英介绍，该豌豆品种
名为“荣涛 9 号”，去年从北京引
入，在岳森果蔬农场进行试种。

“今年试种了约 1 亩地。预计新
品种的亩产量为 1000 斤，比本地种
植的普通豌豆产量高出约 30%，预

计每亩产值为 1 万元。”站在绿油油
的豌豆地里，岳森果蔬农场负责人
张岳森的脸上充满了喜悦。

此外，该品种方便种植。张岳
森介绍，它属于矮生豌豆，不需要
立架种植；反季采收还能起到涵养
土地的效果，让秋冬季节田不闲、
人不闲。

今年，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与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合
作，开展“鲜食豌豆绿色高效栽培
技术的生态效应评价”项目，在岳
森果蔬农场进行豌豆新品种的播期
试验、密度试验和肥料试验，为新品
种的推广生产打下基础。同时，研究
团队从品种选用、栽培技术、田间管
理等方面对农户进行了指导。

如今，该品种已在慈溪、余
姚、宁海、江北、北仑等地进行了推
广种植，全市种植面积超过 100亩，
其中慈溪本地种植面积超50亩。

错季豌豆上市 采摘尝鲜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沈莉萍） 为共
享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 促 进 教 育 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11 月 12 日，
宁波教育援疆“共享中心”启动
仪式由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牵头，
在两地教育部门共同见证下顺利
进行。

宁波教育援疆“共享中心”
的启动，是宁波和库车两地响应
新时代教育改革号召，推动教育
公 平 、 提 高 教 育 质 量 的 重 要 举
措，它将打破地域和时空限制，
让不同区域的师生共享宁波优质
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同时，“共享中心”的启动也
是宁波教育援疆工作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它将整合教育资源，优
化教育配置，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实现教育资源的
共建共享，助力库车教育质量的
全面提升。“共享中心”将成为甬
库 两 地 教 师 交 流 合 作 的 重 要 平
台，不仅能够促进教育教学方法
的革新，还将通过举办各类教育

培 训 和 教 学 研 讨 、 教 学 交 流 活
动 ， 帮 助 库 车 培 养 一 批 “ 带 不
走”的优秀教师队伍，形成可持
续 发 展 的 教 育 生 态 ， 实 现 “ 输
血”与“造血”并重。

此外，“共享中心”还将通过
远程教育和互联网技术，助力甬
库同步教学和网络教研，让库车
师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使两地师生之间加深了解与增进
友谊，并为甬库两地教育事业的
共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自 2010 年宁波对口
支援库车以来，宁波共选派援疆
教师 359 人，引进柔性专家 1351
人，带动培养了一批好教师、好
校长，援建了一批社会公认的好
学校，成功助力库车打造南疆名
副其实的县域教育新高地。

“组团式”援疆、“全链式”
援疆和“共研式”援疆，是宁波
教育援疆的三张名片，“共享中
心”的启动也是推动“共研式”
教育援疆的生动实践。

宁波教育援疆“共享中心”
在库车启动

见习记者 孙佳骏
实 习 生 章渝婷
通 讯 员 胡 菲

“以前一到早上，这段路的车
就排成长龙，现在好多了。”11
月 11 日上午，当记者实地探访云
飞 路 — 云 飞 路 199 弄 交 叉 口 时 ，
市民许先生说。

一 个 看 似 普 通 的 T 形 交 叉
口 ， 何 以 成 为 周 边 居 民 口 中 的

“治堵良方”，赢得广泛好评？
江 北 区 治 堵 办 工 作 人 员 介

绍，这个交叉口此前是一个简单
的右进右出路口，仅有一段无信
号灯控制的斑马线。然而，路口
周 边 却 聚 集 了 三 个 大 型 住 宅 小
区，容纳了超 2000 户居民，加之
宁波上海世外学校、青藤书院两
所学校也在附近，使得该区域在
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剧增，
交通拥堵现象频发，严重时拥堵
路段近 500 米。

“预计未来这一区域居民总数
达到 5000 户。”治堵办工作人员
补充说，“若不及时解决当前的交
通拥堵问题，未来的交通状况更

不容乐观。”
江北区治堵办协同区交警大

队、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单位，经
过实地勘探，于今年 6 月制定了
路口优化方案。

方案的核心在于，通过对道路
东侧中央绿化带进行硬化处理，巧
妙地将原有路口改造为 T 形路口，
并新增一条左转车道，使得东往西
方向的车道由原先的 3 条增加至 4
条，其中包括一条可变车道，以适
应不同时段的交通流量变化。

同时，路口设置了人行道和
车行道的信号灯，让行人、非机
动车和机动车各行其道，安全有
序。

当前，云飞路—云飞路 199
弄交叉口已完成道路改造，接送
孩 子 的 家 长 可 以 直 行 到 学 校 门
口，通勤车辆则可以在路口左转
避开学校路段，实现了通勤车辆
与接送车辆的分流，极大提高通
行效率。

“未来还会同两所学校继续协
商 ， 提 高 地 下 接 送 通 道 的 利 用
率，进一步减少路面车流。”江北
交警大队秩序中队民警戎干戈说。

T形交叉口变身“治堵良方”
云飞路交通大变样

说说身边事 给你提个醒

云飞路—云飞路199弄交叉口。 （章渝婷 摄）

记者 沈莉萍

如何为孩子未来的人生奠定
健康快乐的基础？宁波积极推进

“一生一技·一生一艺”行动 ，
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条以体育和艺
术为引领的成长新路径，照亮孩
子的成长方向。目前，全市已有
70 万余名学生参与体育、艺术
课程，占比达到八成。

破解教育难题的有效途径

“现在大家讲得最多的一个字
是卷。当前整个社会都很卷，教育
也是如此。学校卷、家长卷、校外
机构也很卷，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孩
子们实在太苦太累了！网上经常有
爆料说作业写到凌晨，睡眠不足
6 小时。如果学生只会刷题，忽
视了情感交流、体育锻炼和艺术
熏陶，很容易出问题！”

在 11 月 12 日召开的宁波市
学校体育美育“一生一技·一生
一艺”现场推进会上，一位学校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陈当
前教育现状：“从现在的学生常
见病筛查数据来看，近视、脊柱
侧弯、心理异常等高发，正不断
向低龄段蔓延，严重损害青少年
的健康，这些情况在全国各地都
很普遍。”

体育和美育，恰是培育孩子
良好身心、滋养情感心灵的重要
土壤，也是人的社会属性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2020 年，中办、国
办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 校 体 育 、 美 育 工 作 的 意 见》

（简称 《意见》），明确指出要坚
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
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美育
浸润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
锻炼和艺术熏陶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意见》 还强调，义务教育阶段
体育、艺术课要帮助学生掌握 1
项至 2 项运动技能和艺术特长，
高中阶段进一步发展学生运动特
长、丰富审美体验。

“体育、艺术是阳光下最好
的教育，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教
育。”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说。自去年起，我市积极创新体
育、美育教育，相继制定了 《宁
波市学生体育美育“一生一技·
一 生 一 艺 ” 行 动 方 案》（简 称

《方案》） 和实施细则，全力推
动 优 化 体 育 、 艺 术 特 色 学 校 布
局，力求“人人有项目、校校有
特色”。根据 《方案》，宁波将通
过三年时间，努力让每个学生都
熟练掌握 1 项至 2 项体育运动技
能和 1 项至 2 项艺术特长，实现

“一生一技”“一生一艺”。
宁波市教育局要求各校开齐

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程、开齐
开好美育课程，并指定了 9 个体
育 运 动 项 目 （篮 球 、 排 球 、 足
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跳
绳、健美操、田径） 和 7 个艺术
特长项目 （合唱、管弦乐、课堂
乐 器 、 舞 蹈 、 戏 剧 、 绘 画 、 书
法） 作为学校专项技能教学和艺
术特长教学的首选，允许学生选
择其中 1 个特长项目进行测试。

“把体育、美育摆到更加突
出的位置，纳入学校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
是破解当前教育问题和难题的有
效途径。”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说。

照亮孩子成长之路的明灯

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位于城
区，尽管受地域限制略显局促，
但是学生参与体艺活动人数比例
高达 100%，家长参与体艺活动的

比例同样高达 100%。该校将足
球和合唱设定为学生“一体一
艺”的必修项目，同时把精品社
团、四点钟课程等作为体艺的拓
展 进 修 项 目 。 该 校 相 关 负 责 人
说：“未来，孩子们哪些方向的
才能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首
先是完善的人格，健康的体魄，
完备的体育技能；其次是独特的
艺术素养、艺术才能，以及正确
的审美观和独特的创意。”

作为宁波市体育美育“一生一
技·一生一艺”现场推进会的举办
地，鄞州二小的体育馆处处散发着
体育和艺术的气息，精心打造的八
大美育工坊让人眼前一亮——

“以纸为媒”，宁波艺术实验
学校的孩子们巧妙地融入声光电
和智能 AI 技术，精心创作了纸创
河姆渡、纸创新家园、纸创未来
城等作品；

“以泥为融”，鄞州区东吴镇
中心小学、鄞州区东南小学等学
校的孩子们用陶土烧制出栩栩如
生的甬城建筑、美味诱人的甬城
特色菜肴；

“以布为语”，鄞州区钟公庙中
心小学的孩子们，则将废弃的牛仔
服装巧妙剪裁、拼贴，立体生动地
展现了宁波渔民的多彩生活⋯⋯

鄞州区教育局副局长李优治
介绍，去年，该区统筹考虑地域
分布，体艺资源和传统特色，遴
选了 2 所初中、1 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3 所小学共六所体艺传统
优势学校先行试点，实施“一生
一技·一生一艺”选项教学，到
本学期，鄞州区所有学校均已开
展体育、艺术选项教学。目前，
全区 78 所中小学中，有 33 所学
校获得省级以上体育特色学校荣
誉，创建了 56 个区级中小学生艺
术教育培育基地、20 所中华优秀
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其中 3 所还
被评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宁波市实验小学的花样跳绳
玩 出 了 新 “ 花 样 ”： 一 年 级 单
摇，二年级一带一，三年级跳长
绳子，四年级做绳操，五年级绕
八字，六年级团体跳，一根小小
的绳子释放了孩子们的压力，更
锻炼了他们的身体；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倡导人人
学乐器，二三年级吹口琴，四年
级至九年级吹笛子，这些小小的
琴笛为孩子们未来的快乐生活奏
响 了 美 妙 的 序 曲 ⋯⋯ 体 育 和 艺
术，宛如两盏明灯，正照亮宁波
孩子的成长之路。

需要多方加盟形成合力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推进，宁
波“一生一技·一生一艺”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今年上半
年，全市已初步建立起体育、艺
术“一条龙”培养赛道，体育项
目涉及学校 733 所，艺术项目涉
及学校 643 所，全市共有 70 万余
名学生参与了体育、艺术课程，
占比近 80%。

宁波还在全国首创“一生一
技·一生一艺”监测情况和评价
标准，通过 AI 分析技术为每一名
学生打造体育美育“数字画像”，
并在现场推进会上进行了发布。

此外，宁波还将多方联动，
致力于打造体、教、文融合的新
格 局 。 宁 波 市 教 育 局 和 市 体 育
局、市文旅局联手，通过联合组
织赛事，共建特色学校、后备人
才基地和训练点，一起举办文艺
活动，共建青少年美育中心等行
动，共同推动学校的体育、艺术
走得更远，更有前景。

“‘一生一技·一生一艺’
是 个 庞 大 的 工 程 ， 需 要 多 方 资
源、智力和平台加盟，才能形成
强大的合力，给孩子们创造更多
的选择。”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说。

全市全市7070万余名学生参与体育万余名学生参与体育、、艺术课程艺术课程

““一生一技一生一技··一生一艺一生一艺””
为孩子成长夯基垒台为孩子成长夯基垒台

▲学生在推
进会现场进行艺
术表演。

◀塘溪第二
中心小学师生在
演示竹编技艺。

（沈莉萍 摄）

农户在展示刚采摘的豌豆。 （水蓝薇 陈佳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