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航天技术
播种科学梦想

日前，“西柏坡号”青少年科普卫星搭

乘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于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西柏坡号”青少年科普卫

星主要用于青少年航天科普教育推广,配

置了可编程教育载荷、遥感相机载荷和天

地对比实验载荷，可实现回传地面影像数

据和卫星遥感数据、物理实验数据比对等

功能。这颗小巧的立方体卫星由中学生参

与研制，未来将进行四项太空实验任务。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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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中孕育不凡
□ 赵婀娜

延期一个月后，2020年高考在万众瞩

目中拉开帷幕。全国1000多万名考生，怀

抱对未来的憧憬，肩负着各方的期待，走进

考场，追寻梦想。

这届高考无疑是特殊的。这是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一次高考，是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进入攻坚期的一次高考，也是

疫情防控期间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

有组织的集体性活动。正因如此，在选拔

与评价功能之外，2020年的高考，更多了几

分守护的味道、期许的分量。

众志成城的磅礴伟力，守护着千万名

考生的健康和梦想。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这一届高三学子学习备考的节奏，在加

油冲刺的关键时刻，一边关注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一边稳住心神、潜心备考，始料未

及，却必须迎难而上。艰难的时刻，党中央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守望相助，汇

聚成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成就了这一届

考生走进考场、实现梦想的可能。可以说，

是每一位医生、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战士以

及每一位普通民众共同为这届考生铸就了

平安健康之基、托起了扬帆远航之梦。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特殊的备

考，也为人生积蓄前行的力量。对于广大

高三考生来说，疫情或许打乱了学习节奏，

却也提供了一次重新思考人生、审视未来

的机会。在这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

前，他们会更清晰地意识到守护百姓安康、

实现国家富强，仍需要在科研、医疗、公共

服务等各方面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懂得

个体的愿望与宏大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

将个人的成长汇入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当

中，在选择未来方向时，更多些敢担使命、

敢负重任的豪情，是这届特殊高考给全体

考生带来的启示。

在特殊中感受不同，在不同中孕育不

凡。2020年高考的考试管理和考务组织工

作也面临更大挑战。安全、公平、科学、规

范地做好高考工作，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期

待，也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考，教育

战线的全体工作人员既是组考者，也是应

考者。要以最严格的措施，做好疫情防控，

因地制宜制定高考防疫组考方案，增加疫

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准

备；以最严格的标准，确保考试安全，根据

今年考试的新情况，制定高考安全工作方

案，加强对试卷命制、印刷、运送、保管等各

环节的管理，确保全程监控、无缝衔接；以

最严厉的手段，打击考试作弊，强化高考标

准化考点建设，实施考生身份识别、考试过

程视频监控，细化应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

害的专项预案，开展应急演练；以最严密的

程序，保障招生公平。要严格执行高校招

生“六不准”“十严禁”“30个不得”等招生工

作禁令，坚持“阳光招生”，强化信息公开，

认真开展新生入学复查，对弄虚作假、考试

舞弊，骗取加分资格或企图冒名顶替的新

生，坚决取消其入学资格并严肃处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有人说，2020届

高考生是最难的一届，但也是不凡的一

届。因为他们或许比以往更多了些波折与

磨砺，但风雨过后，留下的少年意气与精神

气质，终将化为绚丽彩虹，鼓励他们胸怀家

国、心怀感恩，勇往直前。

带上“特殊装备”迎战“特殊高考”
——记疫情防控常态下的高考

□ 特约记者 马海燕

7月7日，18岁的湖北考生薛家

志走进考场，除了钢笔、铅笔、橡皮

等文具，今年带入考场的还有口罩、

纸巾、速干手消毒剂等“特殊装备”。

像薛家志一样走进考场的考生

今年有上千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高考推迟一个月，方便推迟

入学的高三考生更充分备考。

除了时间推迟，进考场先量体

温、签诚信协议……今年的高考与

往年还有许多不同。确保“健康高

考”“公平高考”“平稳高考”“温馨高

考”和“诚信高考”成为官方提出的

目标。

严密措施 做好疫情防控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考，

第一件事就是测体温。此前，各地

已提前14天对考生和考务人员进行

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康状况

监测。

高考当天所有进入考点人员体

温需在 37.3℃以下。薛家志妈妈

说，早上下了点雨，天气凉爽些，孩

子体温也正常。因为老师提醒家长

不要扎堆交流，所以送完孩子进考

场她就回家了。

不同于以往人群密集涌入，今

年考务人员反复提醒保持间距、避

免拥挤。每天考试结束后，各考点

还将对考场做一次预防性消毒。

按照要求，各考点均需配备充

足的防疫物资，设置了隔离考场、隔

离设施。原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

1个备用隔离考场。同时，考点设置

了体温异常者复检室等，供待检人

员做受检准备以及检测不合格人员

短时休息调整使用。

薛家志妈妈告诉记者，老师已

经说了，考试场所、通道，甚至桌椅

板凳等都进行了清洁消毒。考试中

出现发热、咳嗽，将转移到备用隔离

考场考试。相对于考试是否会传染

的风险，她更担心下雨会不会干扰

孩子做题。

严格标准 确保考试安全

启用人脸识别系统、建设智能

身份认证云平台、志愿填报系统实

现双因子认证……今年高考前夕，

影响恶劣的几起往年高考被顶替事

件被曝光后，关乎考生命运的公平

问题受到空前重视，科技手段在高

考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教育部反复强调对各环节进行

严格监管、狠抓考场纪律，加强考生

入场检查和考中巡视，及时防范和

处置违规、舞弊行为。考试中，开启

考生身份识别、考试过程视频监控，

并运用无线电作弊防控、网上巡查

等技术手段，以高科技手段反制高

科技作弊。

202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

安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对利用互联网

和无线考试作弊器材实施的各类

“涉考”犯罪活动保持高压严打态

势，持续对“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开

展侦查打击，破获刑事案件30余起。

平稳改革 行稳致远

在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80%的

情况下，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近

年来成为教育部门的一个重大课

题。今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在部

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着

力选拔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

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探索在招

生中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引

导中学重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今年是“强基计划”实施的第一

年，36所试点高校参与。为确保考

试公平，笔试、面试必须安排在国家

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面试采取

专家、考生“双随机”抽签的方式，全

程录音录像。同时，加强招生监督

管理，完善信息公开公示，加大纪检

监察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年，实施好重点高校招

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具

有重要意义。2012年以来，这一专

项计划累计录取学生近60万人。

针对今年的特殊形势，国家专

项计划实施区域的贫困县脱贫后今

年仍可继续享受国家专项计划政

策。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

招生规模将继续扩大。此外，各地

还将进一步统筹资源，完成好高职

扩招任务。

□ 特约记者 杜 燕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北京，首次

“新高考”在推迟一个月后于7月7

日~10日举行。受疫情影响，北京

教育、交通、卫生、气象等十余部门

制定精细措施，精心保障考生顺利

高考，健康、安全。

从2020年起，北京高考不再分

文理科，考试时间由往年的2天变为

4天，考试场次从4场变成6场，即考

生要参加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

考试和自己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

迎接“新高考”的北京，在连续

56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后，于考试前

不足一个月出现疫情反复。北京采

取最坚决、最果断、最严格的疫情防

控措施，及时遏制新发地批发市场

聚集性疫情传播、蔓延。

“首都疫情持续趋稳向好，态势

可防可控可预期。”北京官方如此表

态。即便如此，为保障考生的健康

安全，北京在考生人数比去年减少

近万人的情况下，将今年的近5万名

考生分散于全市的17个考区、132

个考点学校、2867个考场。考点比

去年增加约四成，每个考场考生从

30人减至20人，以最大限度降低人

员密度。

高考前一日，正是学生、家长进

入考点“踩点”之时。疫情下，这一

惯例被“打破”。北京教育部门表

示，考点经过几轮细致消杀，不允许

考生或家长入内“踩点”。不过，考

生或家长可提前至考点熟悉路线。

受疫情影响，自驾车接送考生

的情况明显增多。北京交管部门称，

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制定“一校

一策”交通保障方案，新增约6000个

停车位。同时，将加强考点周边交通

疏导，尽最大可能避免送考家长和车

辆在考点周边停留造成聚集。

交管部门表示，送考家长的车

辆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若考生赴

考途中遇到紧急求救，将及时响应、

快速处理。

据了解，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将

适时加开临时客车，设立“绿色通

道”让考生凭准考证快速进出站；北

京部分公交线路将分时分段甩站绕

行，途经考点周边线路的公交车辆

严禁鸣笛、停用车外报站器，以减少

对考点的噪声干扰。

往年考试过程中，不少考生出

现发热、腹泻、低血糖等情况。疫情

下，发热等考生还能继续考试吗？

据悉，北京每个考点都有备用考场，

对于考试过程中有发热、腹泻等呼

吸道或消化道症状者，来自卫生或

疾控部门的考点防疫副主考会同主

考及时进行研判，现场确定考生是

否具备继续完成考试条件。只要考

生具备条件能够继续参加考试，会

将其转移到备用考场完成考试。

与此同时，北京急救中心设立

“高考专席”，及时优先满足与高考

有关的个体急救呼叫需求。每辆救

护车备齐应急药品、医疗设备，特别

是疫情防护装备等，确保快速反应，

第一时间采取医疗救援措施。

为了让考生静心高考，北京还

要求，高考期间，所有工程一律禁止

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

业；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建

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污

染的施工作业。同时，号召社会各

界尽量减少考点周边各种非必要活

动，共同为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气象部门研判，今年高考期间，

北京将多雷阵雨，其中7日~8日气

温较高、9日~10日降雨明显。北京

气象部门将每天分时段、分区域做

好气象预报服务。

精细护航首次“新高考”
北京教育、交通、卫生、气象等十余部门齐发力，通过增加考点

降低人员密度、加强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等，保障考生顺利高考

7月7日，北京迎来高考改革后的“首考”。左图：考生们经查验证件和测温后有序

进入北京市第四中学考点；上图：北京市第四中学工作人员为考生测量体温。

首场考试结束后，北京市第四中学考点外的家长们等待考生出来。

首场考试结束后，北京市第四中学考点外的一位家长接到了自己的女儿。

几位上大一的北京市第四中学校友在高考首日来到母校，为考生们加油打气。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高弘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