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往未来的答卷
——回眸2020年全国统一高考

□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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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7 日，1071 万考生在延

期 30天后走入高考考场。

这是一场不平凡的“大考”，疫情和

汛情叠加的双重压力下，如何统筹做好

防疫防汛和备考组考，成为考验勇气、智

慧和能力的“必答题”。

随着 2020 年全国统一高考平稳顺

利落下帷幕，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通力

合作，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排除万难，以最高标准和最严
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

7月 3日，距 2020年高考正式开始还

有 4天。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北京市第

十二中学考点一切就绪。

校门口，自动测温设备已安装完成；

每个考场门口，都摆放着免洗手消毒凝

胶、一次性口罩、纸巾等防疫物品；考场

内，考位间距较往年明显增大，考生人数

从 30人减至 20人；备用考场考生间距 2
米以上，且安装了紫外线消毒设备。

这场牵动千万家庭的考试，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

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性活动。全国考生比

去年增加 40万，设考点 7050个、考场 40万

个，安排监考及考务人员 94.5万人。有外

国媒体称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大学入学

考试，“相当于瑞典的全国人口”。

如此大规模的考试，面临着史无前

例的考验。

“2020 年高考组织工作面临复杂形

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毫不讳

言，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组织考试，局部地

区可能出现高温天气和自然灾害，第二

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落地……种种因素

都对今年高考组织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必须迎难而上！

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制定了高考防疫和考试安全等工作

方案，提出了“安全、平稳、科学、公平”的

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增补为国家教

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并指导各地医疗、疾控机构为每一个

考点派驻了防疫副主考，及时提供专业

意见。

公安部开展专项行动护航高考，全

力加强考点周边环境治理、打击考试舞

弊等。

各地结合实际，严格落实考前、考

中、考后各环节防疫和突发情况应对举

措。

在湖北武汉，20 多万只高考专用口

罩，于 7 月 6 日前配送到各高考考点，供

考生进入考场后使用；甘肃省聘请专业

团队，对全省考场进行了全面消毒杀菌；

天津、青海等地卫生健康部门为考生提

供核酸检测加急服务；浙江采用大数据

技术实现考生不带手机即可核验健康码

……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暴

雨雷电、洪涝等情况，广西专门制定了应

急预案，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与省气象台

密切沟通，加强考试期间气象趋势预判；

湖北省英山县短时间调集百余人成立

“抗击洪灾、保障高考”先锋突击队，在地

势低洼的考点门口架设“暖心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相

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政府密切协作、多

措并举，以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为高考

的顺利举行精心筹备。

从容应对，各方力量协同应急
为考生护航

7 月 7 日，接连多日下雨的上海，天

气转阴。约 5 万名考生走进全市 104 个

考点。打开首场语文科目考卷，作文题

引人深思——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

意想不到时发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对

事物发展进程无能为力？

转折、意外、危机的确难以避免，但

勇敢面对、从容应对，就能在危机中育新

机。

高考第一天，安徽歙县就遭遇了这

样一次应急大考。

7月 7日凌晨，歙县遭遇 50年一遇的

洪涝灾害，县城多处严重积水、道路受

阻。尽管歙县县委、县政府启动预案，但

终因水情太大，大部分考生未能抵达考

点，全县 2000 多名考生中只有约 500 人

抵达。

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歙县考区原定 7
月 7 日举行的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

至 9日举行。

为了确保之后的考试顺利进行，7日

当天，歙县上下开足马力运转，调配船只

车辆、开通应急线路、组织备用考点。经

过一夜奋战，天蒙蒙亮时，通往歙县中

学、歙县二中两个考点的路上，两座应急

交通浮桥终于搭建完成。 8 日、9 日两

天，歙县考生顺利完成高考。

歙县汛情、湖北黄梅县暴雨、云南昆

明市地震……在积极妥善应对危机挑战

的同时，这场特殊时期的高考在各方力

量协同护航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7月 6日，广西南宁一位考生不小心

摔伤胳膊，并于当晚接受手术。为了确

保他能够顺利参加考试，7日上午，当地

公安分局专门安排警车从医院接他前往

考点，在考场设置方面，也临时进行了调

整，将他的考场安排在一楼。

北京排水集团所有泵站人员全部在

岗，在高考考点及考试中心、备考学校一

对一防汛值守。

湖南长沙公安在全市各考点均成立

了安全保卫工作小组，安排巡逻车和相

应警力执勤。

在山东济南不少考点，来自各行各

业的人们组成志愿服务队，身穿“泉城义

警”制服，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服务考生。

……

“今年是一次特殊的高考。从考试

环节来看，安全防控是到位的。各个地

方和相关部门的合作整体收效明显。”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公平公正，高考在不断改革完
善中助力青年成长

在湖南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二中

学考点，特殊考生游湘（化名）正安心答

题。因患先天性双手残疾，游湘握笔困

难，书写速度慢。考虑到游湘的特殊情

况，县招生考试办向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提出申请，适当延长考试时间的 30%。

铃响笔停。考试终有竟时，成长和

发展的步伐却并未停歇。

以人为本优化考试服务、人技联防

确保试题试卷安全、多措并举维护公平

公正，高考从命题阅卷到招生录取的各

环节，不断发展完善。

7 月 15 日，安徽省高考网上评卷安

徽大学评卷点一号机房内，老师们各自

戴着口罩、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这里

没有说话声，只能听到点击鼠标和敲击

键盘的声音。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安徽省各科目评卷教师只有

经过培训并测试合格方能正式评卷，同

时采用“人工智能辅助网上评卷质量监

控”组织管理模式，加强过程监控。

四川首次使用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对

高考考场监控录像回放倒查，切实维护考

试公平；广西举办“视频直播+双向语音及

文字互动”的高校招生网上咨询会；教育

部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大招

生政策、招生章程、录取程序等信息公开

力度，确保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

“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大家思考

国家考试招生制度如何更加完善，更公

平有质量，让结果经得起时间检验。”储

朝晖说。

在疫情和暴雨中，2020 年全国高考

经受了考验和历练，一千多万考生也从

这场“大考”中收获了成长。

刚刚走出考场，18 岁的周亮宇就奔

赴防汛“战场”，成为湖北武汉武金堤张

家湾街驻守堤段的青年突击队队员。他

拿着长竿、满腿泥污的样子让网友们赞

叹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之下，我们上了一堂生命大

课，经历一番人生洗礼，我想你们肯定思

考过应该活成什么样的人、活出什么样

的生命特质。”浙江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

在寄语 2020年高考生时说，有人说这一

届学生，出生于“非典”年，高考在“新冠”

年，好像不怎么幸运。但这无形中锤炼

了大家的品性与能力，相信在未来一定

能“担当更大的使命，成就更大的作为”。

“团结、守纪、奉献、牺牲，这感人的

一幕幕，将成为我难忘的高考记忆。”安

徽考生周欣怡说，“面对疫情、汛情的经

历，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也更坚

定了我将个人成长汇入国家发展的决

心。”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7 月 14 日，在铜陵市

义安区实验小学防汛转

移安置点，志愿者（左）辅

导留守儿童做暑假作业。

安徽铜陵市义安区

实验小学防汛转移安置

点主要安置江心洲上的

受灾居民，目前安置点里

有 24 名留守儿童。义安

区实验小学在安置点设

置了爱心驿站，在教师中

招募志愿者，辅导孩子们

做暑假作业，开展各项文

体活动。

新华社发 过仕宁 摄

“这一别，就是 30年，30年我一次也

没有回过家。……有同志问我，忠孝不

能两全，你是怎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

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朗诵完我国

第一代核潜艇总师黄旭华的自述文章

《此生属于祖国 因而无怨无悔》，科研工

作者杨清阁说：“我们要接过老一辈科学

家的精神火炬，拼搏奉献，为国家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杨清阁是国家天文台 FAST 运行和

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参与了“中国天

眼”的研发、建造和调试运行过程。在日

前由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

京分院）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

“诵读科学经典 弘扬科学精神”系列活

动上，他说，要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封

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始终需要弘扬老

一辈科学家身上所体现的科学精神。

参与活动的150余位中青年科研工作

者之一、中科院力学所高温气动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赵伟研究员通过分享《写在<
郭永怀文集>后面》一文，带大家走近了“两

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可歌可泣的科学人

生，“以往每逢郭先生的牺牲日，我的导师

俞鸿儒先生都会带领力学所的学生们来

到塑像前，缅怀和纪念他的导师郭永怀。”

“和郭永怀先生当时在力学所工作

的科研条件相比，实验室现在硬件环境

有了很大提升，也面临着当前国家航天

航空发展战略的机遇。时刻牢记郭永怀

精神，是每一个高温气动实验室工作者

应该牢记的使命。”赵伟说。

推动中国高能天体物理发展的“中

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始终把自己和人

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肝胆外科之

父”吴孟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地

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八旬高龄仍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一代代中国科学家服务人民的爱

国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

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集智

攻关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的育人精神，

鼓舞鞭策着我们时刻牢记使命，积极投

身创新报国实践。”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

究所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研究

生董梦醒说。

中科院北京分院分党组书记马扬认

为，活动既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传

承和致敬，也是为新时代科技创新赋能

助力，“党建工作和科技创新需要深度融

合、互相促进，这次活动让参与其中的科

研人员‘走心’而不是‘走过场’。”

“科学研究不仅是探索未知，而且需

要为国拼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

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金效

华说，前辈们的创新精神、超前战略思

维、独立精神和学以致用的精神值得当

代科学工作者借鉴和学习。

中科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北

京分院院长周琪院士表示，老一辈科学家

的故事恰恰是当今科学界需要秉持弘扬

的科学家精神，激励我们回归初心、扎实

工作，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潜心做好

科技创新工作。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接过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火炬接续奋斗
——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学习传承科学家精神

□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樊
曦） 记者 16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全国预计开通铁路

新线 4400 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2300 公

里左右。

国铁集团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

铁路 115个在建基建大中型项目全面复

工复产，累计复工工点超过 8000 个，进

场人员超过 60万人；全国铁路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3258 亿元，超去年同期 38 亿

元，同比增长 1.2%，其中国家铁路基建

投资完成 2451 亿元，同比增长 3.7%。

尤其是二季度，基建投资完成 1797 亿

元，同比增长 16.4%，在超额完成投资计

划的同时，弥补了一季度投资的亏欠，

实现了铁路投资的逆势增长，创造了新

纪录。

5 月底以来，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

州段、皖赣铁路芜湖至宣城段、沪苏通

铁路、喀左至赤峰高铁、成昆铁路米易

至攀枝花段扩能改造工程、格尔木至库

尔勒铁路青海段 6条新线开通运营。截

至 7 月 1 日，今年铁路新线开通运营里

程已达 1178公里，其中高铁 605公里。

下半年，银西高铁、京雄城际铁路

河北段、合安高铁、连镇高铁淮镇段、格

库铁路新疆段、衢宁铁路等 24个项目有

望开通。全年预计开通铁路新线 4400
公里左右。

“在当前形势下，4400公里铁路建

成通车，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有

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全国预计开通铁路
新线 4400公里左右

新华社太原7月16日电 （记者 许
雄） 记者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山西省发改委与六大银行合

作，研究建立了 1000亿元以上授信额度

的新基建贷款专项。第一批报送的贷

款需求项目涉及 5G、数据中心、工业互

联网、智慧交通等多个新基建领域，总

投资近 1500亿元。

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李肇伟介绍，

山西省推动新基建重大政策出台、重大

项目推进，超前部署，不仅将加快布局新

基建，还将力求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李肇伟说，和传统基建相比，“新基

建”投资主体有很大区别，新基建是以

社会投资为主。从初步摸底情况看，第

一批报送的贷款需求项目 90%为社会

投资。同时，项目建设单位普遍感觉资

金比较紧张，正宜大力发挥金融支持作

用。

目前，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六家银行的

山西省分行已分别成立了工作组，将统

筹对接企业需求，开展精准服务，并结

合新基建特点，从审贷程序、服务方式

等方面进行优化创新。

山西建立千亿元授信额度
贷款专项支持新基建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申
铖） 财政部 17 日发布数据显示，6 月

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2%，由 5 月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这

也是年内首次月度正增长。

从上半年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96176 亿元，同比下降 10.8%。其

中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44347 亿

元，同比下降 1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 51829亿元，同比下降 7.9%。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81990亿元，同比下降 11.3%；非税收入

14186亿元，同比下降 8%。从主要税收

收入来看，上半年，国内增值税 28770亿

元，同比下降 19.1%；国内消费税 7711亿

元，同比下降 9%；企业所得税 23376 亿

元，同比下降 7.2%；个人所得税 5782亿

元，同比增长 2.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 6944 亿元，同比下降 16.2%；关税

1192亿元，同比下降 15.2%。

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 算 支 出 11641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5.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

出 16344 亿元，同比下降 3.2%；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067 亿元，同比下

降 6.2%。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31479 亿元，同比下降

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5212亿

元，同比增长 21.7%。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转正

（上接 1版）加强领导，守土尽责，切实

把 保 障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放 到 第 一

位。要发挥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改革优

势，各有关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

各自专业优势，形成省市间、部门间、军

地间、上下游、左右岸通力协作的防汛

救灾格局。要把责任落到防汛救灾全

过程、各层级，到岗到人，落实汛期工程

巡查防守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深

入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查，在防汛救

灾第一线体现责任担当，组织广大干部

群众众志成城、顽强奋斗。

会议强调，要精准预警严密防范，

及时准确对雨情、水情等气象数据进行

滚动预报，加强对次生灾害预报，特别

要提高局部强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

等预测预报水平，预警信息发布要到村

到户到人。要强化重要堤防、重要设施

防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巡堤查

险，发现险情及时抢护，确保重要基础

设施安全。要全力抢险救援救灾，对各

类抢险救援力量，要统一调度、提前预

置、快速出动、高效救援，努力将各类损

失降到最低。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抢险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避免疫情出现反弹。

会议指出，要精心谋划灾后恢复重

建，及时下拨救灾资金，调运救灾物资，

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及时抢修

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组织带领

受灾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要支持

受灾的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统筹灾

后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工作，对贫困地

区和受灾困难群众给予支持，防止因灾

致贫返贫。

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

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把重

大工程建设、重要基础设施补短板、城

市内涝治理、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

建设等纳入“十四五”规划中统筹考虑。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负

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

任，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主动担当、敢打头阵，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

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政

治优势，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

飘扬。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新华社太原7月17日电 （记者 解
园） 为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信息化水平和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山西

省即日起全面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这

是记者 17日在山西省政府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

此次推出的电子居住证依托山西

公安大数据和“一网通办”平台，在流动

人员居住登记在线办理和居住登记证

明在线打印服务中，增设了电子居住证

展示功能。办理过居住证申领业务的

流动人员，均可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展

示本人申领的电子居住证。

“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后，实行实

体居住证和电子居住证并行使用模式，

流动人口持有电子居住证与持有实体

居住证享有同等权利。”山西省公安厅

副厅长张立刚表示，电子居住证有效期

限为一年，群众每年进行居住证签注

后，会通过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台自

动生成新有效期的电子居住证。

据了解，使用电子居住证的流动人员

可享有参加社会保险、住房保障、法律援助

等合法权益，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

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申领机动车

驾驶证和行驶证等公共服务和便利。

“今后将协调沟通有关部门，进一

步拓展和丰富居住证的使用场景，让居

住证持有人享有更快捷、更方便的公共

服务。”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延峰说。

山西省即日起全面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