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六号着陆区、着陆器及月球样品中的玄武岩岩屑（电子图像）。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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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

离高考10天 专家支招考生科学备考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发布通知，根据《关
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
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展示
交流项目的通知》有关要
求，将在全国第三届职业技
能大赛比赛同期举办技能
展示交流活动。为做好我省
项目展示交流，现面向全省
征集代表吉林特色的技术技
能展示项目。

活动时间：2025年9月
19日-23日；活动地点：郑州
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
心。展示内容：各地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工作历程和成果、技
能人才创新创业成果、职业技
能竞赛成果；各地技工教育工
作成果，“技能照亮前程”培训

行动、“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
动等成果项目；有关参赛行业
部门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
作成果，代表先进科技水平和
制造工艺的技术、产品等；具
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传统技
艺、绝技绝活等。

通知要求，各地、各相
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
织做好参展项目推荐工作，
动员技工院校、社会团体、
企业和能工巧匠等积极参
与，聚焦技能主题选送项
目，点亮特色名片，打造展
位焦点，推荐充分代表吉林
省特色的技能人才工作成
果和特色技能技艺参展。
各地于2025年5月30日前，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
职业技能大赛展示交流项目
报名表》报省人社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我省征集全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吉林省展示交流项目

新华社长沙5月28日电（记者
帅才）距离高考还有10天，考生们
正处于备考冲刺阶段。科学的饮食
搭配和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帮助考
生更好发挥。专家提醒，家长要重
视考生考前饮食与心理调适，助力
考生发挥出最佳水平。

“在饮食方面，安全卫生是首要
原则。”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营养科
主任刘敏说，考生考前要注意饮食
卫生，不要摄入太多生冷食物，以免
发生腹泻。考生的饮食应讲究清
淡、营养、均衡的原则，家长不要给
考生过度进补，不要给考生服用过

多保健品，以免加重考生的肝肾负
担。

“考生一日三餐要按时吃。”刘
敏提醒，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应包
括谷薯类、肉蛋类、奶豆类、蔬果类，
考生还可以吃一小把坚果，为大脑
提供能量；中餐要吃饱，坚持荤素搭
配原则，保证摄入2两左右主食，可
适当增加鱼肉、鸡蛋、瘦肉等优质蛋
白的摄入，避免吃太多辛辣、油腻食
物；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以免影响大
脑供血。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考前不宜
更换考生的食谱。”刘敏说，新的饮

食习惯可能使考生的肠胃难以适
应。同时，考生要少喝浓茶、咖啡，
避免因为过量饮用刺激性饮品导致
发生睡眠障碍；还要少吃油炸食品
和甜食，这类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

“备考期间，一些考生心理压力
较大，情绪管理不容忽视。”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任周亚
男说，适度焦虑是正常的，甚至有助
于激发考生的潜力，但过度焦虑则
需要及时调节。家长自身要保持情
绪稳定，给予考生支持性的回应，关
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避免因过度关
心而给考生施加额外压力。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王
鹏）记者5月28日从教育部获悉，
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
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
各地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考试组织和
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
高考”目标任务。

据悉，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
各地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清
理涉考虚假公众账号、净化考点周边

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
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
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
罪活动。严格入场安检，推动智能安
检门功能升级，强化对手机、智能手
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重
点检查。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确保
考点内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强化
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
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方面，教

育部介绍，通过深入开展“2025高考
护航行动”，指导各地进一步做好交
通、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的
综合服务保障。继续做好残疾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的考试服务，为12个
省份的16名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
试卷，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
试提供合理便利。依托各地中学和
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做
好考生心理疏导、关心帮扶工作，帮
助调适考前状态。

人类正认识一个“全新”的月球！
一轮明月，自古以来寄托了无

数人的向往与好奇。2024年6月，
嫦娥六号任务成功带回1935.3克
月球样品，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的创举，为更好认识月
球提供了重要机遇。

近一年来，我国科学家从嫦娥六
号月球样品中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
逐步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为人
类探索宇宙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人类正认识一个“全新”的月球。

首批研究成果揭示月背火山
活动历史

2024年11月15日，我国科学
家取得的嫦娥六号月球样品首批
两项独立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与《科学》。

两项研究首次揭示，月球背面
约28亿年前仍存在年轻的岩浆活
动。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月背岩浆
活动42亿年前就存在，至少持续了
14亿年。这些研究为人们了解月
球演化提供了关键科学证据。

《自然》《科学》多位审稿人评
价，这些发现“令人兴奋”“为认识
整个月球的地质历史提供了独特
的视角”。

获取人类首份月球背面古磁
场信息

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六号月
球样品，分析了约28亿年前的月球
背面磁场信息。这是人类首份月
球背面古磁场信息，填补了月球磁
场中晚期演化的数据空白。为研
究月球磁场演化、探秘“月球磁场
发电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相关成果论文2024年12月20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
表。《自然》审稿人认为，此项研究
首次提供了来自月球背面的古磁
场测量结果，为提升人类对月球磁
场的认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验证月球岩浆洋假说补上
月背“拼图”

我国科学家通过研究嫦娥六

号月球样品中的玄武岩，验证了全
月尺度月球岩浆洋假说。相关成
果论文2025年2月28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科学》发表。

据介绍，月球岩浆洋假说认
为，月球形成之初，曾呈现为全
月范围的岩浆海洋。随着岩浆洋
冷却结晶，较轻的矿物上浮形成
月壳，较重的矿物下沉形成月
幔，残余熔体形成月壳和月幔间
的克里普物质层。此项研究使月
球岩浆洋假说第一次有了“背
面”证据。

此项研究还提出，形成月背南
极-艾特肯盆地的巨大撞击可能改
造了该区域的早期月幔，为探索月
球起源和演化提供了关键科学依
据。

月球最大撞击“疤痕”形成于
42.5亿年前

我国科研团队通过研究嫦娥
六号月球样品，确定月球背面南
极-艾特肯盆地形成于42.5亿年
前。相关成果论文2025年3月21
日在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
表。

据介绍，直径约2500公里的南

极-艾特肯盆地是月球最古老、最
大的撞击“疤痕”。嫦娥六号任务
首次从南极-艾特肯盆地取回了

“第一现场”的样品，为精准确认盆
地形成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一发
现为太阳系早期大型撞击历史提
供了初始锚点，对探索月球乃至太
阳系早期演化历史具有重要科学
意义。

月球背面月幔比正面更“干”

我国科学家选取嫦娥六号月
球样品中的玄武岩岩屑开展月幔
源区水含量研究。结果显示，嫦娥
六号玄武岩的月幔源区水含量仅
为1至1.5微克/克，是已报道数据
中的最低值，表明嫦娥六号玄武岩
的月幔源区比月球正面月幔更

“干”。相关成果论文2025年4月9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
表。

此项成果将为更好开展月球
起源与演化相关研究提供有力支
撑。《自然》审稿人认为，此项研究
首次测得月球背面月幔的水含量，
具有高度的原创性，是该研究领域
中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新华社（记者张泉 刘祯）

为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
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助
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东航
于5月26日正式上线“东北
区域通”航空出行产品。该
产品以“低成本、高自由度”
为核心，打破传统出行壁垒，
构建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三省共 28个机场的航空网
络，以降低高频出行旅客的
成本，满足商务旅客临时变
更行程的需求，更为区域人
才流动、产业协作、文旅融合
注入新动能。

旅客购买了东北区域内
机场始发或到达的东航、上
航航班国内单程客票，若有
变更东北区域内机场的需
求，可在原航班计划起飞时
刻4小时（含）之前，使用相同
证件在原购票渠道新购买一
张出行时间为原航班当日或
前后1天内，从其他东北区域
内机场至原行程相同到达
地，或从原行程相同始发地
至其它东北区域内机场的东

航、上航国内单程航班客票，
在使用新票旅行完毕后，原
票可全额退款。该产品具有
一定约束条件，即前后两次
购买的东航、上航机票需是
同一出票渠道，在新票出票
后的24小时以内且原票航班
计划起飞时刻4小时之前，要
取消原票航班的订座，新票
使用完毕后，通过购票渠道
办理原票全额退款。

该产品将沈阳、大连、长
春、哈尔滨、延吉、丹东、白
山、牡丹江、佳木斯、伊春、漠
河、五大连池等东北地区的
28个机场串联起来，为广大
旅客出行东北地区提供了更
多选择和便捷，实现以基础
交通领域的航空先行，为东
北振兴提供“流量入口”。此
前，东航曾推出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川渝、海南等多
个“区域通”产品，为旅客随
心旅行保驾护航，广受各界
好评。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东航“区域通”产品再添新员

“东北区域通”全新上线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周圆 张辛欣）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数据局日前印发
《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提
出的总体要求，到2027年，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
过85%。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国民
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
性产业，规模总量大、产业链
条长、涉及领域广，是推动实
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
方案提出，到2027年，电子
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
能化升级的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基本完善，先进计算、人工
智能深度赋能行业发展；典
型场景解决方案全面覆盖，
形成100个以上典型场景解

决方案；标准支撑体系基本
形成，数字化转型人才梯队
基本建立。

到2030年，转型场景更
加丰富，建立较为完备的电
子信息制造业数据基础制度
体系，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
数据库基本建成，形成一批
标志性智能产品，数字服务
和标准支撑转型的环境基本
完善，数字生态基本形成，转
型效率和质量大幅提升，向
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取得新
突破。

方案还提出，将推进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研究
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关键技术创新路线图；加快
先进通用技术推广应用，加
快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加
快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机
器人等创新产品试用推广；
强化先进计算、人工智能赋
能作用等。

三部门发文
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