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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XIANDAIJINBAO

“延安告别绝对贫困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大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谭
虎娃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的接
续奋斗，在延安开花结果。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生态
脆弱，历史上极端贫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在《西行漫记》中，曾将这里描述为“我在中
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84年前，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了一系
列伟大探索，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巍巍
宝塔山，滔滔延河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
程。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延安
带来巨大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延安脱贫致富、加快
发展关怀备至。近4年来，中央和各级财政累
计向延安投入扶贫资金达62.5亿元，有力推
动了当地告别绝对贫困的步伐。

在党中央关心和全国人民支持下，延安
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奋力拼搏，以“村村过硬、
户户过硬”的要求，打响脱贫攻坚战。精准推
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等“八个一
批”工程，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选派
1784名第一书记、1546个驻村工作队、3.74
万名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帮扶，加快培育各具
特色的扶贫产业……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
措，让宝塔山下再换新颜。

如今的延安，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基本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改善，脱贫基础
日渐坚实。老区人民精神焕发，正为开创全面
小康的美好生活而接力奋斗。

上图：4月24日拍摄的延安城；
下图：抗战时期的延安城（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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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推广至全国14个省市
未来高考将有哪些新趋势？

日前，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8 省份公布
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加上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进行首批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以及2017 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4 个试点省市启动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这些改革透露了未
来高考的哪些新趋势？ □据新华社

陕 西 省
政府 5 月 7 日
宣布，延安市
延川、宜川两
县 退 出 贫 困
县序列。这标
志 着 革 命 圣
地 延 安 的 贫
困县全部“摘
帽 ”，从 此 告
别绝对贫困，
226 万老区人
民 开 启 奔 向
全 面 小 康 的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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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延安
告别绝对贫困

“两依据一参考”
取消一本、二本批次录取

14个高考改革省份都提出在招生中坚持“两依据一参

考”：以高考统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考综合
素质评价。

同时，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高校的录取模式也从按批次
录取、合并批次录取到取消一本、二本等批次录取。教育专家
认为，这种录取方式让学生在志愿填报时可以优先考虑专业，
避免了过去“上了好学校却选不了喜欢的专业”的困扰。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范韶彬说，按学科专业组录取，
意味着不再把学校按一本、二本分出“三六九等”，有利于高校
办出特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松认为，分类考试、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已经成为人才选拔的主流趋势。钟秉林
说，改革方向明确，在具体执行中关键要做到综合素质评价可
信、可用。对于主观性相对较强的思想品德、身心健康、艺术素
养等，如何建立科学、客观、公平的评价体系是关键。

增设人工智能等专业
撤销服装与服饰设计等专业

教育部日前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共增设专业点2072个，其中备案专业点1831个、审批专业点241
个，撤销专业点416个。

据了解，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最多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
器人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新增审批本科专业最多的
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被撤销最多的专业是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产品设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高校的专业建设主要遵循需要导向、标准
导向和特色导向。此前，教育部曾在专业设置评议中征询900余位专
家的意见，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作为评
判申报专业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总体布点较多、就业率较低的专业
受到了严格控制。

此次审批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支持高校设置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设备、节能环保等相关专业。范韶彬说，高校专业设置在保证
基础专业的前提下，要匹配社会发展需求，为当下输出人才，为未来储
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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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文理分科
培养具有创新思维人才

此次8个省份改革方案明确：自2021年起，普通高考考生
文化课总成绩将由“3+1+2”组成。“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
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的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考
生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选考科目从改革前的2种组合，到试点省份的20种组
合，再到现在的12种组合，最大的变化在于打破了传统意义
上的文理分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长期教育实践表明，中学过
早分科会导致学生思维方式不完善和知识结构单一。打破文
理分科，有助于把文科的形象思维和理科的逻辑思维较好结
合，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

一些中学教师表示，最新的“3+1+2”模式将选考科目组
合从20种减少至12种，降低了中学选课走班教学难度，有利
于教育资源不够发达的地区更好推进高考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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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缩小，门槛提高
分数优惠减少，增加体质测试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提
出，规范自主招生的“十严格”要求，其中明确要求，高校要在上一年录
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招生名额，严格报名资格条件，不得简单以论
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动）等作为报考条件和初审通过依
据等，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面对教育部的“自主招生史上最严规定”，不少高校陆续取消没有
明确标准、主观性较强的条件，自主招生更趋严格。

今年3月以来，各高校陆续公布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与去年相
比，不少高校招生规模明显缩小，部分学校压缩文史、经管类学科招生
指标；报名门槛进一步提高，分数优惠减少，并增加体质测试。

这是继2018年全面取消奥赛、体育特长生等5项全国性高考加分
以来，各地进一步收紧自主招生政策，强调社会公平。

记者在中山大学官网看到，2019年自主招生计划175名，与去年
相比减少210名；报名条件仅限于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五项学科竞
赛省级赛区（联赛）中获得一等奖及以上，取消了去年的“在科技发明、
文学创作、研究实践、才能禀赋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并取得标志性成
果”；删除了“高考成绩可降至其所在省份一本控制线（最低录取控制
参考线）”的招生规定。

不少业内人表示，大幅缩减名额、提高门槛，可以让目前过热的自
主招生回归选拔特殊人才的初衷，同时契合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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