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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0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
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
工作的通知》，部署做好2024年普通
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

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对下
一步的工作，通知提出了哪些要
求？特殊类型招生的监督制约机制
有哪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和相关
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解读。

“艺术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等
特殊类型考试招生是高校招生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2021年印发的相关文件，提
出完善和规范艺术类专业和高水平
运动队考试招生的系列举措，相关规
范管理措施已于2021年起逐步实
施，相关招考政策将于2024年落地。

据悉，自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
艺术团不再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
由相关高校从在校生中遴选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考生文化考试成绩全
部使用全国统一高考文化课考试成
绩；专业测试全部纳入全国统考，由
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组织实施，高校
不再组织相关校考。

该负责人表示，2024年高校特
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即将开始，为
指导各地各高校稳妥做好相关工
作，教育部印发了通知，对艺术类专
业和高水平运动队等考试招生工作
进行细化部署，确保各项工作平稳
有序开展。

通知指出，2024年起，各省（区、
市）省级统考对音乐类、舞蹈类、表

（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
计类、书法类等科类基本实现全覆
盖，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

对此，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党委
书记刘玉祥认为，“新艺考”突出了
统考“统”的价值，使得各类别艺术
类人才的基本素养具备一定可比
性，有利于引导艺考生从容开展有
效的专业训练，也有利于增强高校
艺术类专业布局的科学判断。

根据通知，高校艺术类专业招
生实行“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的考
试评价方式。同时，通知明确指出，
各省（区、市）应根据不同艺术专业
人才选拔培养需求，因地制宜、分类
划定、稳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
文化课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

“只有文化素养深厚、综合素质
高的考生，才能在艺术追求的道路
上走得更远、更久。本轮艺考改革
适度提高考生文化成绩要求，有利
于帮助考生更加理性地选择个人发
展方向。”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
袁桂华说。

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方
面，通知明确，从2024年起，符合生
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
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
方可报考高校运动队；2027年起，符
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
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
号且近三年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规定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
者方可以报考高校运动队。

“提高运动成绩入门标准，确保

运动员学生的高水平。”华中师范大
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胡向东
说，“近年来部分高校早已将报名资
格提高到了一级运动员，探索了有
益经验，为全面提升运动成绩报名
标准打下了基础。”

通知还对高校保送生保送资格
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教育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教育部等部门
有关规定，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
学推荐的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
退役运动员等人员具备高校保送资
格。高校可按照招生政策规定从上
述人员中招收保送生，其中公安英
烈子女按有关规定只能保送至公安
类院校。

“高校招收的外国语中学推荐
保送生，继续加大向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所需语种专业及国家急
需紧缺语种专业倾斜。”该负责人介
绍，同时，通知鼓励相关高校培养

“小语种＋”复合型人才。保送至小
语种相关专业的学生入校后不得转
入小语种以外的相关专业。

针对特殊类型招生的监督制约
机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知
要求各地和有关高校严格遵守高校
招生“十严禁”“30个不得”“八项基
本要求”等纪律要求，对在特殊类型
考试招生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考
生、高校及有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
员责任。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王鹏）

优化招考办法 推动改革平稳落地
——2024年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解读

中央文明办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12 日电

（记者田策）11月 12日，2023年第
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办。经
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
审等环节，共有150人（组）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上榜好人中，有用生命守护祖
国海疆的安徽“95后”海警执法员
汪晓龙，有35载守护瑶族孩子求学
路的广西“老师妈妈”姜晚英，有纵
身跃下大桥勇救轻生女子的浙江
外卖小哥彭清林，有30多年倾尽积
蓄打造“候鸟王国”的江苏八旬护
鸟老人闵浩焕，有创办心理热线挽
救超500名轻生者的广东新闻工作

者柯志雄……这些“中国好人”用
汗水浇灌梦想，以实干笃定前行，
他们身上彰显了五千年中华文明
的精神血脉和道德基因，是中华传
统美德的忠实传承者和生动实践
者。

在活动现场，为红军烈士守墓
的志愿军老兵王茂贵说：“这些烈士
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牺牲了，大部分
只有20多岁，作为一个老兵，守护
烈士墓是我的责任。”为了这句承
诺，他已经坚持了55年。用爱唤醒

“植物人”丈夫的宫金妹深情回忆了
自己珍藏的38封情书，深感唯有真
爱，可抵岁月漫长。纵身一跃救下
落水老人的人民警察王跃超、把困
难村变成“网红村”的刘博和李玉法
等以朴实无华却饱含真情的语言分

享各自心路历程。全国道德模范和
“新时代好少年”代表与“中国好人”
进行了现场交流互动。

网友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
留言评论“我们都要成为追光者，
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守信重
诺，强国有我”。

多年来，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
边好人”活动坚持生动展示平凡英
雄风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目前共有近1.7万人（组）入
选“中国好人榜”。

本次发布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文明网、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河北省委宣
传部、河北省文明办承办，中共沧
州市委宣传部、沧州市文明办协
办。

专家解答：

得了支原体肺炎需要输液、“洗肺”吗？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

林苗苗 侠克）近期，儿童支原体肺炎
广受关注。患儿什么时候具有传染
性？是否需要输液、“洗肺”？担心
医院人多能否自行用药？记者在11
月12日世界肺炎日到来之际，采访
了相关医学专家。

“感染肺炎支原体后，在开始发
烧前有几天的潜伏期，这时患者就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周薇表示，戴
口罩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感染，但
让儿童一直严格规范地佩戴口罩并
不现实。少去人员密集的密闭公共
场所、屋内勤通风换气、学校定期打
扫消毒、增加户外活动等，都对预防
感染有所帮助。

得了支原体肺炎是否最好输液
治疗？周薇表示，有些家长认为静
脉输液优于口服治疗，实际上没有
这样的结论。应根据患儿的病情选
择治疗方式，重症肺炎的患儿可以
选择静脉输液，而大部分患儿属于
轻症，可以口服药物治疗。

针对家长担心的“洗肺”操作，
周薇介绍，“今年支原体肺炎的患
儿进行肺灌洗治疗的确实比较
多。肺灌洗有严格的操作指征，比
如患儿出现了肺不张、局部实变，
甚至有坏死和痰栓形成等非常严
重的炎症反应，这时可能需要在支
气管镜下进行肺灌洗，让气道通
畅，同时在镜下也可以看到肺部病
变的程度。”

除了支原体，细菌、病毒也都可
以导致肺炎。北京胸科医院呼吸科
主任叶寰提示，肺炎患者常有发烧、
咳嗽、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低龄儿
童和老年人尤其要注意防范。建议
65岁以上老年人和儿童接种肺炎疫
苗，尽管目前没有针对肺炎支原体
的疫苗，但肺炎疫苗可对多种肺炎
球菌起到预防作用。

专家提示，针对不同病原体引
起的肺炎，用药选择也有所不同，比
如对于支原体肺炎，青霉素和头孢
类抗生素没有效果，最常用的是大
环内酯类的抗生素。怀疑感染肺炎
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就医，确诊后
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自行服
用抗生素”等盲目用药情况。

我国新增三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于文静）河北宽城传统
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
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杨
梅群复合种养系统通过专家
评审，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
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截至目前，我国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2
项，数量继续保持世界首
位。

这是记者11日从农业农
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河北宽城传统
板栗栽培系统已有3000多年
历史，是以板栗栽培为核心，
作物、药材、家禽等合理配置
的复合种养体系。当地居民
因地制宜创造了立体种养、
树体修剪管理、水土资源合

理利用等技术体系，有效保
护了当地农业物种和生物多
样性。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
已有2000余年历史。铜陵
白姜块大皮薄，汁多渣少。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当地居
民创造了姜阁保种催芽、高
畦高垄种植、芭茅搭棚遮阴
等三项独特的传统生产技
术。

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
种养系统是“梅－茶－鸡－
蜂”有机结合的复合型山地
农业模式。仙居是世界人工
栽培杨梅起源地之一。经过
千年的发展与世代选育，当
地积累了数量众多、类型多
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
杨梅种质资源。

各部门积极服务
“双11”电商运输高峰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樊曦 王聿昊）进入11
月，“双11”电商网购高峰期
到来。为服务好“双11”电商
运输高峰，铁路、电力、民航
等部门优化运力投放，强化
安全保障，助力“双11”网络
购物更加便捷高效。

来自中铁快运股份有限
公司的数据显示，自11月1日
铁路部门启动“双11”电商网
购高峰期快运服务以来至11
日，中铁快运累计发送货物
37073.3吨，同比增长26％，
其 中 11 日 当 天 发 送 货 物
3607.7吨。

中铁快运太原分公司加
强与电商、快递企业合作，大
力开发高铁快运“冷、鲜、精、
急”市场，持续做好医疗检测
样品等冷链“定温达”、温控
货物“定时达”以及食品冷链

“冷鲜达”快运服务；中铁快
运兰州分公司推出“高铁急
送”业务，在兰州、银川等地
与西安、郑州等21个城市间，
以高铁动车组为主要干线运
力，高效衔接同城取送骑手，
实现“微信小程序下单，最快
4小时送达”。

电力和民航方面，南方电
网贵州铜仁沿河供电局组织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物流企业
和电商园区电力设施开展巡
视运维，运用红外线测温、无
人机等技术手段，全面掌握电
网设备及线路运行情况，确保
网购高峰期用电安全；湖北机
场集团航空物流有限公司推
出“预安检”服务，协调货物安
检部门在原有时间上提前30
分钟开机过检，提高货邮过检
效率，确保出港货邮应收尽
收、快速出港。

“双11”当天全国快递业务量
达6.39亿件 是平日的1.87倍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戴小河）国家邮政局监
测数据显示，2023年11月1日
至11日，全国邮政快递企业
共揽收快递包裹52.64亿件，
同比增长23.22％，日均业务
量是平日业务量的1.4倍。11
月11日当天，共揽收快递包
裹6.39亿件，是平日业务量的
1.87倍，同比增长15.76％。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
副司长边作栋说，今年的快
递业务旺季主要呈现出两个
高峰更加平稳，支撑消费复
苏、经济向好作用更加明显，
用户体验更加便捷三大特
点。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继
续在11月1日和11月11日形
成两波高峰，分摊了行业在
单个高峰的压力，运行更加
平稳。邮政快递与电子商
务、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等
深度融合，“双11”期间全网
揽收量再创历史新高，折射
出我国消费市场的蓬勃活
力，是经济恢复向好的生动
写照。邮政快递深度融入电
商产业链，大量预售商品前
置存储至快递云仓，寄递服

务更加快速准确。
他表示，今年的快递业

务旺季从11月1日开始，到
2024年春节前夕结束。为做
好旺季服务保障工作，国家
邮政局在与各主要电商平台
及寄递企业进行充分形势研
判和服务能力评估的基础
上，制定保障方案，全面部署
落实，协调电商平台与寄递
企业继续发挥“错峰发货、均
衡推进”的核心机制作用。
同时，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全方位确保生产安
全、寄递安全、信息安全，防
范行业伤亡事故发生；坚持
快递包装标准化、循环化、减
量化、无害化，鼓励电商快件
原装直发，减少前端过度包
装。

在业务旺季和低温雨雪
天气条件下，一线快递员作
业时间长、负荷重、压力大。
为此，邮政管理部门持续加
强基层从业人员队伍关心关
爱工作，维护快递员群体合
法权益，并发布消费提示，吁
请广大用户给予快递员群体
更多包容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