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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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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兴山县用足用活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坚持以搬迁群众为中心的思想，秉持

资源共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

理念，创新思路，超前谋划，取得独特的效

果。安置小区建设尊重地形条件，突出山

区特色，保护原有生态。全县73个集中安

置小区中有一半以上的安置房依山就势、

梯级分布、错落有致，形成台阶连通、车道

环行、环境友好的美丽家园。

将重大社会生活事件

有机融入试题，体现时

代特色与发展成就，是

近年来高考命题的趋

势。国家经济社会、科

学技术、生产生活领域

取得的发展成就成为

今年高考试题的重要

素材。

社会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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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法国巴黎7月7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执行局第209次会议上，中国推荐申报的湖南湘西、甘肃

张掖两处地质公园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

园称号。至此，我国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升至41处，超过全

球161处的四分之一，居世界首位。

这是新华社记者7月8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湘西世界地质公园位

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武陵山脉腹地，拥有

160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该地区的地质记

录了扬子地台的形成以及这一前陆盆地所经历的多期次的

构造演化。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该地质公园最

显著的特征是有由色彩斑斓的褶皱泥岩和砂岩组成的彩色

丘陵，同时还拥有自然侵蚀在山体上形成的“窗棂状”“宫殿

式”丹霞地貌和古代洋壳残余九个泉蛇绿岩套。

这位负责人说，为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我

国自2003年起开始创建世界地质公园。经过多年实践与

探索，我国世界地质公园高效高质发展，在地质遗迹与生态

环境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与解决群众就业、科学研究与知识

普及、展示国家形象与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显现出突出的

综合效益，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

（胡 璐）

□ 陈席元 秦华江

“在脸书等海外社交媒体上，我

看到很多针对中国的谣言和假新

闻，比如‘封城’后留学生没有吃的，

这些都是不实报道。”说起前一阶段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

的一些不实言论，巴基斯坦来华留

学生李卡依然愤愤不平。他发挥自

己的专长，用手中的摄像机，让外国

网友眼见为实。

今年27岁的李卡来自巴基斯坦

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是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平时喜欢用短视频记录在南京的生

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李卡

以摄制短视频、发起网上直播会议

等形式，多语言讲述他在中国的见

闻，驳斥海外社交媒体上针对中国

的不实言论。

在李卡的脸书主页，记者看到，

今年2月，他拍了不少有关南京街头

的短视频。“我去了菜市场、地铁站、

高铁站等50多个地方，同南京市民

交流，问他们口罩好不好买、菜价

怎么样、坐地铁方不方便这些民生

话题。”

2月27日，李卡发起了一场近

一个半小时的网络直播，回击了很

多针对中国的恶意信息。“我介绍了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举措、实施的

治疗方案，以及武汉最新的情况，给

网友梳理了时间轴。”李卡说，“我在

直播中明确指出，虽然武汉暴发了

疫情，但不能说明病毒来自武汉。”

这场直播有近12万人观看。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在

华留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做。”李卡告

诉记者，“我联络其他留学生，告诉

大家，作为留学生，我们应当承担起

什么样的责任。”

李卡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一个外

籍志愿者团队，有500多名来华留

学生参与。疫情期间，李卡组织团

队多名志愿者支援社区防控点，协

助开展体温测量、人员登记、翻译等

工作，还为支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子

女义务上网课，帮他们学习英语。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援助巴基

斯坦抗疫的新闻。”李卡说，“3月底，

家人告诉我，中国专家组来了，提振

了大家的士气，这是两国铁一般的

友谊的生动体现，我们将携手赢得

这场战斗。”

“家乡的医生还缺口罩和防护

服，好在很多南京朋友愿意帮助我。”

李卡说，家乡奎达的疫情防控压力很

大，近几个月来，他忙着筹集医疗物

资运往巴基斯坦。“疫情是全人类的

公敌，只有彼此团结才能战胜它。”

□ 胡 浩 赵琬微 谢 樱

2020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

今年高考重点考什么？命题有哪些

特点？反映出何种趋势？新华社记

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一线教师。

更注重体现时代特色，
引导学生“心怀家国”

将重大社会生活事件有机融入

试题，体现时代特色与发展成就，是

近年来高考命题的趋势。这在今年

试题中尤为凸显。

2020年，最难忘的是全体国人

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些考题

聚焦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与价值，引导

学生设身处地、心怀家国。

思想政治全国Ⅰ卷的考题以国

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为背景

材料，要求学生分析诊疗方案的变化

所反映的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旨在引

导学生树立遵循规律、尊重实践、追

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数学新高考Ⅰ卷、Ⅱ卷都有题目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成果或复

工复产指数数据相关。

结合生物学科特点，高考生物试

题有机融入新冠疫情素材，从新冠

病毒的遗传物质、免疫应答、疫情防

控措施中的生物学原理，以及疫情

所致的生活方式改变和影响等方面

进行考查。有英语作文以“外籍教

师因疫情滞留英国”和居家学习为背

景命题。

国家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生产

生活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成为今年

高考试题的重要素材。以物理试卷

为例，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重型运

输机、“嫦娥四号”探测器、清洁能源

的应用前景等内容出现其中，极富时

代性、前瞻性。

6月23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

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这一最新消

息，也出现在高考试卷。“以北斗三号

的消息为素材，就是要引导学生关注

科技创新动向，关心时代发展成

就。”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高级教

师夏宇称，学生们应当“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

更注重考查关键能力，
聚焦学生“终身发展”

高考连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

高考“怎么考”不仅引导中学“怎么

教”，更会影响学生今后大学“怎么

学”甚至未来职场“怎么做”。2020年

高考更加强调考查学生关键能力，聚

焦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关键素养。

发言稿、演讲稿、书信……今年

的11道高考作文题中，近半要求学

生以应用文文体完成。“这体现了语

文学科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的结

合。”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语文教

研组组长袁学民说，语文要学以致

用，要能为学生未来的学习、生活提

供助力。

在信息化时代，甄别、整理、评

估、利用信息成为一项关键能力。

语文全国Ⅰ卷实用类阅读聚焦“新

基建”，要求学生迅速准确地从多个

文本中全面获取这项政策的出台背

景、基本内涵、发展前景和国际反响

等信息，加大了对相关能力的考查

力度。

今年高考，多学科试题均加强了

对批判性思维、历史辩证思维能力

的考查。如历史全国Ⅰ卷试题描述

了我国近代经济领域度量衡不统

一的混乱状况，要求学生用辩证的

眼光认识和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

杂性和区域差异性，透过现象探究

本质；地理全国Ⅲ卷以毛乌素沙地

环境演变为背景，要求学生从自然

和人文两方面对沙地、湖泊景观转

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辩证看待人

地关系……

“今年高考试题高度重视辩证思

维能力考查。”湖南师范大学测评研

究中心主任杨志明说，“很多题目不

单单是某一知识点的考察，而是要求

考生参照现实，运用多方面知识，以

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思

考问题，得出正解。”

“场景丰富、联系现实，多科目考

题巧妙地将知识点融入现实案例中，

培养批判、辩证思维能力，这也是高

考评价体系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能

力、创新能力的体现。”湖南省长沙市

周南梅溪湖中学教师王赤说。

更注重汲取传统精华，
鼓励学生“活学活用”

此次高考，传承文化精粹、增强

文化自信的理念贯穿在各地试卷

中。齐桓公、管仲、鲍叔等人物的历

史性陈述，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代

表作《步辇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景泰蓝制作工艺、徽杭古道旅游资

源的开发价值等，纷纷出现在各地高

考试卷中。

化学全国Ⅲ卷试题以《千里江山

图》中典型绘画颜料化学知识为情

境，考查学生对化学知识掌握应用的

同时，激发学生对传统艺术的兴趣；

全国Ⅰ卷和Ⅲ卷有试题分别以中药

材提取物为背景，在考查有机物的结

构和性质同时，展现中医药的魅力与

效用，弘扬中医药文化。

多名教育专家指出，汲取传统文

化营养，不能止步于听听故事、背背

诗词，更核心的是要“人能弘道”，善

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服务于

新时代新征程。

历史全国Ⅰ卷有题目围绕西魏

能臣苏绰的事迹创设情境，展现其克

己奉公、推行改革、选贤任能、为官员

建立行为规范的史实，凸显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历史作用，引导学

生增强文化自信。Ⅱ卷试题呈现了

清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海河流

域的治理举措和效果，用事实凸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越性。

“总体来看，今年的试卷突出文

化立意和能力立意，传承民族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体现出‘以考育人’、

立德树人的教育导向。”北京市通州

区教师研修中心高级教师徐南南说，

这些命题趋势，对今后的教学也具有

启发意义。

2020 年 高 考 重 点 考 了 啥
——专家评析2020年高考试题特点与趋势

□ 施芸卿

在人们印象中，社区多是中老年人活

动的舞台，从楼栋长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

者到文体人员，难见青年面孔。尽管青年

是社区生活中的重要人群，但在社会竞争

压力之下，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多被工作挤

占，加之缺乏社区参与的氛围和机制支持，

一些年轻人宁愿待在家里也很少走入社

区、参与治理。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

见了社区治理中迸发的青春力量。疫情突

如其来，激发了命运互联的使命感，更催生

了青年一代的行动力。许多青年人站了出

来，他们在线上集结智慧和力量，从身边小

事做起，从现实需求出发，架设了一个个民

间互助网络。为社区防疫设计宣传海报，

为返城人员制作前往各地的交通锦囊，为

居家的人们举办“云戏剧”“云诗歌”等

活动……青年人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为

参与者，积极投身社区疫情防控，展现了青

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

社区防疫中的青年作为，让我们看到

鼓励青年融入社区、参与治理的更多可

能。疫情困不住青年“线上共创”的热情，

一种激发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形式正

在浮现：它以网络为平台，采取分布式圈

层组织，集合青年人的碎片时间，发挥青

年人的专业优势，构建起彼此支持的网

络。青年在云端接力、在交互中赋能，不

仅为社区防疫贡献了力量，也在公共参与

中收获了自我实现的价值。可以说，正是

价值感的激发，使青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成

了一种新风尚。

面向未来，吸引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

提升社区活力、推动社区高效能治理的关

键。这一代青年是互联网的原生代，他们

熟谙现代科技工具、拥有宽阔的全球化视

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

有活跃的社会网络、积极寻求连接的开放

心态，能迅速集结身边资源，让有价值的事

情富有新意。无论是提升社区公共艺术品

位，还是创新举办有吸引力的活动，抑或是

探寻社区垃圾分类、停车管理、养老看护等

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些优势都大有用武之

地。一旦行动意愿被点燃、行动机制被理

顺，青年们参与社区治理将释放出不可忽

视的巨大能量。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青年是不可缺少的一支

力量。疫情终将散去，助力青年继续参与

社区治理，需要各界协力提供支持的土壤，

给予专业的指导，搭设参与的舞台。只有

改变思路、创新机制，让青年人在社区活动

中找到快乐和归属感，才能激励其参与社

区管理，深入参与到社区事务中；也只有让

青年人主动关注支持社区，社区发展治理

的能力才能持续得到提升。

参与社区治理，青春热情需要被呵护，

由此形成的经验需要被总结。惟其如此，

才能让青年人把朝气、锐气、才气渗透到基

层社区的治理和服务中，使他们成长为推

动社区建设与社会创新的生力军。

“巴铁”在华留学生李卡：用镜头记录中国抗疫故事

为社区治理
汇聚青年力量

我国新增湖南湘西、甘肃张掖
两个世界地质公园

北京高考最后北京高考最后一日一日 考生与家人热情拥抱考生与家人热情拥抱

7月10日，北京高考最后一日，在历史考试后，一名结束高考的考生从北京四中高考考场走出，与自己的母亲拥抱。

本报特约记者 崔 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