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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协会更名为互联网协会
新京报讯 日前，基于

互联网发展形势的需要，北
京网络媒体协会获市社团办
批准，正式更名为“首都互联
网协会”。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自
2004 年 9 月成立以来，推进
行业自律，创建了互联网违
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热线、网
络监督志愿者、网络新闻信

息评议会、妈妈评审团、网站
自律专员五大自律品牌；此
外，该协会开展了网络媒体
大过年、新春祝福短信大赛、
网络文化节等文化活动。

中小学校服有望换新装
设计研发中心成立，两年后初步形成“新校服规范体系”，新款校服将在款式上改良

北京企业赴西藏招贤纳士
新京报讯 10 月 21 日，

北京市面向西藏籍高校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在位于拉萨市
夺底路的西藏自治区就业服
务中心举行。

招聘会以 2012 届西藏
籍高校毕业生为招聘对象，
奔驰、百度、顺鑫农业等62家
在京知名企业提供了 214 个
就业岗位。岗位涉及教育、

医疗、卫生、金融、计算机等
10余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260余名西
藏籍高校毕业生参加，累计达
成意向性就业协议67个。

北京服装学院，工作人员在中小学生校服设计研发中心内整理服装。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 现状

八成家长认为男女生校服应区分
2010 年 ，北 京 市 教 委

委托北京市服装学院，对
5 所中小学 1000 余名学生
和 家 长 进 行 学 生 校 服 调
研 。 近 九 成 家 长 认 为 孩
子 穿 着 校 服 是 有 必 要

的 。 因 为 校 服 代 表 学 生
的形象，可以培养孩子的
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其
次代表学校的形象，整齐
划 一 ，便 于 学 校 管 理 ；再
次 能 够 防 止 孩 子 攀 比 心

理的滋生。
八成的家长认为男女

生校服有必要加以区分，近
六成的家长认为在不同场
合分别穿着不同类型的校
服有必要。

调研结果显示，在学校
非规定穿着校服的日子，六
成左右的学生不会选择穿
校服。更换校服的频率主
要为三年一换、两年一换、

一年一换。
五成左右的家长表示

喜欢孩子学校的校服，三成
的家长表示不喜欢，其他家
长认为说不清。

家长对现有的校服满
意程度都较低，颜色、价格、
款式相对满意度高一点，对
面料、尺码、质量等满意度
较低。

家长对现有校服满意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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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杜丁）
昨天，落户北京服装学院的
中关村时尚产业创新园开
园，位于产业园内的“中小
学 生 校 服 设 计 研 发 中 心 ”
首次亮相。

据 悉 ，该 中 心 将 用 两
年 时 间 酝 酿 中 小 学 生“ 新
校服规范体系”，明年目标
在 10 至 15 所 中 小 学 进 行
先期试点。

“校服研发中心”成立

据介绍，中关村时尚产
业创新园于 2012年 3月由北
京市人民政府支持成立，由
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北京服装
学院共建，为中关村科学城
第四批签约项目。其中“中
小学生校服设计研发中心”
承担着北京市教委委托的校
服更新设计任务，向全市乃

至全国中小学生提供美观舒
适、具有国际感的校服。北
京理工附中今年的新生已经
在开学时穿上了中心设计的
新式校服。

据中小学生校服设计研
发中心主任曹永介绍，明年
该中心目标选取10至15所中
小学，为学校设计各具特色的
新式校服，之后力争用两年的
时间将北京校服进行统一规

范后，向全市推广新式校服。

新校服将在款式上改良

“中国学生制服远滞后
于日韩和欧美，体现在时尚
度、对学生的教育、规范等基
本保护层面不足。”据介绍，
2010 年，北京市教委曾委托
北京服装学院调研目前中小
学生校服现状。曹永表示，

调研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家长
对校服的认知、现有校服的
评价以及对校服的期望和需
求特点等，进而为北京市中
小学生校服开发与设计提供
依据。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
中小学校服没有统一的规范，大
部分都是直接从服装厂订购。

曹永表示，目前北京校
服与首都的经济、政治和精
神文明面貌不相称，存在一

些问题急需解决，诸如校服
缺乏统一的规范和针对性的
专业设计，不能体现学校的历
史文化；校服的设计呆板，大
众化，无法完全体现学生的天
性和朝气；版型过于肥大，阻
碍运动，不精神。另外，面料
选择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安
全性和运动需求，品质不佳，
手感粗糙，不舒适，易起球，吸
湿透气性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