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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填报高考志愿？
省教育考试院专家详细解答

2023年吉林省普通高校招生
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已于6月23日公
布。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赵
鹏和高招处处长田雨涛就目前考
生和家长关注的志愿填报有关问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赵鹏介绍说，今年吉林省本科
层次各批次、各科类（普通类、艺术
类、体育类）院校及专业，提前批司
法、定向培养军士等有面试、体检
要求的专科院校及专业的志愿填
报时间为6月24日至28日。7月1
日，军队、公安、司法类院校陆续开
始组织考生进行面试和体检；7月
12日至8月6日，本科院校在我省进
行录取；8月10日至8月21日，专科
院校录取。

今年，我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
普通类（文史、理工）、艺术类（艺术
文、艺术理）、体育类（体育文、体育
理）。招生录取工作分科类按批次
设置顺序进行。每个院校志愿均
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
调剂选项。在普通类中，提前批设
3个院校顺序志愿；本科一批A段设
7个院校平行志愿，B段设5个院校
平行志愿；本科二批A段设10个院
校平行志愿，B段设5个院校平行志
愿；专科批设10个院校平行志愿。
艺术类中，全国批设1个院校志愿；
提前批设3个院校顺序志愿；第一
批A段设10个院校平行志愿，B段
设3个院校顺序志愿；专科提前批A
段设10个院校平行志愿，B段设3个
院校顺序志愿。体育类提前批设7
个院校平行志愿；第二批设10个院
校平行志愿；专科批设10个院校平
行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国家专项
计划批设7个院校平行志愿；特殊
批设1个院校志愿；地方专项计划
批设7个院校平行志愿。

田雨涛提示考生，文史类考生
只能填报文史类院校（专业），理工

类考生只能填报理工类院校（专
业）。艺术类或体育类考生可分别
对应填报艺术类或体育类院校（专
业），也可对应文、理科兼报普通类
的院校（专业）。

针对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常常
分不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的区
别，赵鹏解释说，顺序志愿按照“志
愿优先”的方式投档。考生在同一
个批次的录取过程中，会先将填报
第一志愿符合条件的考生投档，然
后根据分数高低排序录取，如不足
人数，再延续到第二志愿填报的考
生。平行志愿则是按照“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的原则，

“分数优先”指的是投档前，计算机
系统先检索分数在前的考生，再依
次检索分数在后的考生。“遵循志
愿”是指检索考生的院校志愿时，
严格按照考生填报的院校先后顺
序依次进行。一旦检索到符合投
档条件的院校时，就不再检索该考
生的后续院校志愿。“一次投档”是
指当同批次所有符合条件的考生
志愿检索结束后，一次性向高校投
档。如果考生档案投出后因其他
原因被退档，即使考生成绩达到后
续院校志愿投档条件，档案也无法
再投到后续的志愿。

有的考生对自己符合报考学校
的分数要求，却未被录取，表示不
理解。田雨涛解读说，每年高考录
取，各学校遵循的分数排序除了按
总分从高到低之外，还会在同分情
况下筛查单科成绩，以文史类考生
为例，会根据语文、外语、文科综
合、数学成绩依次排序；理科考生
单科筛查顺序是数学、外语、理科
综合、语文。因此，排位靠前的考
生优先投档。

两位老师都建议考生不要轻易
放弃专业调剂的机会，不论是顺序
志愿还是平行志愿，服从调剂都会

增加录取机会。除此之外，我省除
全国批、特殊批外，各批次生源不
足时，还会实行网上征集志愿，考
生应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网站实时发布的征集志愿通知，及
时填报征集志愿，增加录取机会。

今年吉林省整体的招生录取形
势如何？

赵鹏解答说，2023年，在吉招
生计划略有增加，预计本专科录取
总体成功概率与往年比较接近。

今年共有1421所高校在吉招
生，其中本科招生院校985所，比去
年新增14所。

填报本科阶段志愿还有哪些需
要注意的事项?

田雨涛说，本科阶段各批次的
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方式可见《吉
林省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指南》。

填报本科阶段志愿需要注意两
点：

一是要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结
合学科特长、兴趣爱好，科学参考
往年各专业录取位次等数据，综合
考虑今年考生人数略有增加等因
素，合理选择各批次具备填报资格
的志愿；填报前要特别关注相关院
校的《招生章程》，注意学校的办学
性质、办学地点和招生专业对单科
成绩、外语语种、身体条件和学费
等方面要求。

二是用好参考数据。为便于考
生填报志愿，省教育考试院已公布
了2023年考生高考成绩分段表，
2023年艺体类[美术与设计学类、
编导类、表演类、播音与主持艺术
类、音乐学类（音乐学）、音乐学类
（音乐表演-声乐）、音乐学类（音乐
表演-器乐）、体育类]专业统考合
格考生高考文化成绩分段表和专
业统考成绩分段表等，这些数据都
可以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考依
据。 吉林日报记者 李文瑶

国务院成立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
“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调查组

新华社银川6月25日电
6月21日20时40分许，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民族
南街富洋烧烤店发生一起特
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造成
31人死亡、7人受伤。为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决定成立事故调查
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
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
面参加，对宁夏银川富洋烧
烤店“6·21”特别重大燃气爆
炸事故进行调查。

6月25日上午，国务院宁
夏银川富洋烧烤店“6·21”特
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调查组
在银川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

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
明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
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
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牢事
故调查重点，按照“科学严
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
则开展调查工作，原因认定
要科学，责任认定要精准，工
作态度要严谨，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
作。同时，要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对
事故暴露出的重大风险隐患
要迅速整治到位，坚决防止
重蹈覆辙。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
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吉林：护好、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高标准建设打造黑土良田

最近，东北迎来高温天气，吉林
西部部分地区出现旱情。

在吉林省乾安县赞字乡鞠字村，
玉米地里却看不到人灌溉农田。地
头上，只见一根根滴灌管浅埋在垄
间，滴灌管上不时有水滴淌进土里。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保障玉米稳
产增产。”种粮大户吕彦明说。

今年春耕前，鞠字村打井、上电、
平整地块、增施粪肥，全村1000多公
顷耕地被打造成高标准农田。吕彦
明说，今年村里打了40多眼井，还增
加喷灌机、防虫、监控等监测设备，有
了高标准农田，准保有个好收成。

吉林省地处东北黑土地核心
区，黑土区耕地面积9811万亩，占全
省耕地面积的87.8％。近年来，吉林
把良田建设作为保护黑土地和粮食
产能提升的重要措施。

今年，吉林省实施高标准农田
和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378万
亩，重点补上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
施等短板，并在全省范围内再创建
10个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开展集中
连片、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用养结合可持续利用黑土地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高家

村，地里玉米苗已有30多公分高，松
软的土壤里夹杂着粉碎的秸秆。该
村种粮大户杨青魁已连续多年采取
保护性耕作技术，保护效果越来越
明显。“土壤里蚯蚓多了，化肥用量
减少了，地力提高，玉米稳产增产。”
他说。

梨树县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已
有10余年，目前全县80％耕地采取
保护性耕作。当地四棵树乡种粮大
户王亮，今年将7000余立方米的粪
肥施用到300余公顷土地。“秸秆加
上粪肥，土地越种越有劲。”王亮
说。今年，梨树县在应用保护性耕
作基础上，推进粪肥堆沤还田，构建
种养循环体系，打造黑土地可持续
利用新模式。

近两年，吉林省通过构建东部
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
培肥等路径推进黑土地保护。如
今，吉林省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
广深松深翻、米豆轮作技术等黑土
地保护10大模式，实现黑土地在利
用中保护。

全国产粮大县公主岭实施黑土
地保护利用项目多年。“项目区内玉
米产量稳定，耕地地力平均提升0.67
个等级，土壤有机质平均提升
3.6％。”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孟繁强说。

建立示范区提升保护效能

记者近日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看到，建设现场一
派忙碌景象，黑土地可持续发展示
范基地等项目正拔地而起。

在示范区内的中科院“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试验示范基地里，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的农业专家们集中试验、展示了秸
秆深翻还田水肥一体化、秸秆还田
与增施有机肥等多项黑土地保护新
技术。

近年来，吉林省与中科院、中国
农业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共同建立
黑土地保护科研基地。从探索高产
增效的“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
到秸秆高值化利用，再到构建盐碱
地高效治理模式，吉林省累计启动
100多项黑土地保护课题，在全省建
立多个万亩级和千亩级示范基地。

“累计选取100个乡镇、1008个
村、1.01万名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黑
土地保护技术示范，培育109个社
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技术服务，提升
黑土地保护示范效能。”吉林省农
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管理处负责
人刘彦佐说。

新华社长春6月25日电（记者
薛钦峰）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此时黑土地核心区的吉林，高标准农田里玉米苗长势喜人，满眼翠绿。近年来，
吉林省在一个个黑土地保护示范基地里，带动更多农民推广应用多项保护措施，在保护中利用黑土地，持续护
好、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人社部等四部门开展劳动用工

专项行动督促化解欠薪隐患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
近日下发通知，要求自6月至
12月，在全国开展劳动用工

“查风险 强协商 保支付 促和
谐”专项行动。行动将通过
加强风险动态监测、集中指
导开展集体协商要约、分类
推动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及时督促企业妥善化解
基层欠薪矛盾隐患，促进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

这是记者25日从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的消息。

按照通知部署，6月中旬
至7月中旬，相关部门要以欠
薪风险为重点，主动上门为
企业开展劳动用工法治“体
检”服务，了解企业用工、工
资发放等情况，对存在的劳
动用工法律风险开出“用工
处方”，提出改进建议。结合
企业缴税、缴费、还贷、物流
等数据信息，综合分析研判
企业风险等级，建立工作台
账，力争将欠薪等劳动关系
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月下旬至8月中旬，要

积极引导支持企业与工会开
展“要约行动”。引导生产经
营正常、经济效益稳定且发
展势头良好的企业，重点就
职工技能要素参与企业分
配、育龄职工弹性工作方式
等进行集体协商。指导生产
经营困难企业与职工重点协
商调整薪酬水平、支付周期，
努力稳定工作岗位。以货
运、网约车、网约配送等行业
的头部平台企业为重点，推
动建立协商协调机制，定期
就计件单价、抽成比例、在线
时长、派单量、极端天气补贴
等开展协商，明确相关标准
调整程序、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从源头上消除劳动关系
风险隐患。

7月下旬至12月中旬，各
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要
加强分类指导，帮助企业用
好惠企政策，助力企业恢复
元气，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促
就业。对因企业裁员产生的
失业人员，要有针对性地开
展就业援助、心理指导、技能
提升等服务，帮助失业人员
尽快再就业。

教育部公布首批
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名单

记者6月25日从教育部
获悉，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在学校自主申报、
各省级教育部门遴选推荐、
专家组审核、网络公示基础
上，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确
定1075所学校为首批全国
健康学校建设单位，建设周
期为2年。

通知明确，健康学校建
设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新时代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
重要抓手，是系统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健康素养和健康
水平的重要途径。各地要积
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
学校建设路径，把新冠疫情
防控成果转化为健康治理政

策、学校健康管理制度和师
生健康行为规范，全面推动
近视防控、肥胖防控、预防脊
柱侧弯、心理健康、急救教育
等重点工作取得成效，提升
学校卫生健康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水
平。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
各类资源，提供条件保障，
对健康学校建设予以政策、
经费支持和倾斜，建设优质
健康教育资源，加强管理人
员、校医和教师培训，组织
学校间协作交流和共建共
享，开展教师教学能力、学
生健康素养、学校健康管理
能力和健康学校建设成果
展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