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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11 月 20 日
消息 日前，2024 年艺术类专业省
级统考正式拉开帷幕，吉林、上海、
安徽等地相继开考。2021 年，教育
部启动了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改
革，2024 年是新一轮艺考改革落地
实施的第一年，新一轮艺考有哪些
新特点，一起来看一看。

按照艺考改革相关要求，2024年
起，各省（区、市）的省级专业统考要
基本实现对音乐类、舞蹈类、表（导）
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
书法类等六大科类的全覆盖。戏曲
类实行省际联考。对于考试组织确
有困难的个别科类，有关省份可通过
省际联考或“考评分离”等方式实
施。据介绍，上海市已按照最新要
求，对艺术类专业统考进行了调整。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刘玉祥
说：原来上海的艺术类统考是五个门
类，包括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播音

与主持类、编导类和表演类。根据新
规范，编导类就取消了，增加两个是
新科目，一个是书法类，一个是舞蹈
类。同时，在表演里边又扩大了导
演，叫表（导）演类。2024年开始，上
海的艺术类统考也按照国家的统一
要求，六个统考门类实现了全覆盖。

与以往“各自为政”的省级专业
统考相比，此次艺考改革努力做到

“全国一盘棋”。教育部会同各地专
家仔细打磨，对各专业建立了相对
统一的考试标准和规则，规范了各
类别的考试科目，并设定每个类别
的满分总分均为300分。

此次落地实施的艺考改革，还
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大幅压缩
了校考规模，更加突出省级统考的
重要性。

据了解，此次艺考改革进一步
严格控制了校考的高校及专业范
围。2024年，仅有38所高校的部分

艺术类专业开展校考。
据介绍，为提高省级统考的质

量和水平，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启动
了全国艺术类专业省级评委专家机
制，建立了全国艺术类专业省级统
一考试评委专家库。各省份自2021
年起，就在教育部指导下，逐步加强
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能力建设，完
善有关工作规范。

此次艺考改革还体现了一个重
要导向，无论是通过省级统考还是
校考进行招生的院校，都提升了高
考文化成绩的门槛，突出专业与文
化并重。

此次艺考改革允许相关高校在
校考专业考试招生中，对于极少数
省级统考和校考成绩均特别优异，
或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
表现的学生，探索制定高考文化课
成绩破格录取办法。具体办法由招
生高校提前向社会公布。

2024年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启幕
艺考改革落地实施第一年 哪些新特点值得关注

新华社“雪龙 2”号 11 月 20
日电 餐厅，无疑是“雪龙 2”号
上被给予较多期许的地方。

一日四餐，厨师长秦冬雷和
他的团队用一道道美食回应着期
许。掌勺“雪龙兄弟”10余年，“秦
大厨”悟出不少关于吃的道理。

“雪龙 2”号不能使用明火，
食物只能通过电磁炉加热，这会
直接影响菜品口感。“客观条件的
确不利，要想保证队员们的营养，
我们就得从菜的味道和花样上下
功夫。”秦冬雷说。

每天四顿饭，早餐通常有馒
头、鸡蛋、咸菜和粥等共计七八
样，午餐为四菜一汤，晚餐在此基
础上还会配上一份面食点心，此
外还有一顿夜宵。“每天的菜品需
要营养搭配，还要满足南北方不
同口味。”秦冬雷略带自豪地说，
基本做到了十来天不重样。

作为“海上厨房”的厨师长，
秦冬雷还有一项重要职责——管
理食材存储。“雪龙 2”号有一套
食物保鲜系统，包括常规冷库、蔬
菜冰温保鲜以及气调保鲜系统
等。在中途不补给的情况下，这
套系统能够保证全船 60 天左右
的正常餐饮。

“出海后，蔬菜是最珍贵的，
需要从采购环节就开始通盘考虑
存放和使用问题。现在保鲜设备
进步，加上一代代厨师积累经验，
出海一个月内，蔬菜品种多样性
都是有保障的。”秦冬雷说。

美食能给人归属感。“想吃
盐水鸭”“怀念家常面了”……
餐厅入口处，挂着一本“后勤服
务意见反馈表”，用来征集队员
们想吃的食物。

在秦冬雷看来，队员们漂泊在
离家万里的大洋上，食物往往寄托
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食物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纽
带。每到饭点，秦冬雷喜欢坐在
出菜窗口前，看着排队打饭的队
员们。时间久了，哪道菜受欢迎、
哪位队员今天没来吃饭，他心里
都有数。

有队员来交流做菜心得或提
出意见，他通常会用小本记下，
吸纳到后续菜单中。看到有队员
出现晕船症状，他就会调整菜
单，多做一些清淡的菜，主食也
会加上带汤的面条。朴素的温
情，弥漫餐厅。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如今，船上年轻队员越来越多，口
味也更加时尚。不愿沦为“老把
式”的秦冬雷带着团队开始琢磨
起创新菜，满足年轻食客的味蕾。

“雪龙2”号大厨的
美食哲学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20日
报道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对铁
路建设者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若要
穿山越壑，潜江入海，能否依然沉稳
应对？在广东虎门珠江入海口，建
设中的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正在书
写“答卷”。

深江铁路途经深圳、东莞、广
州、中山、江门5个地市，是中国

“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接服务“一带
一路”倡议、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
中国广东自贸区建设的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作为深江铁路全线重点控
制性工程，珠江口隧道连接东莞与
广州南沙。隧道全长 13.69 公里，
为单洞双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
200 公里，是目前我国最大水压最
大埋深海底隧道。

广东东莞、广州隔珠江口而望，
这一次它们因珠江口隧道变得更加
紧密。根据线路规划图，隧道从东

莞滨海湾站入地穿越珠江口，在广
州南沙万顷沙镇上岸。待建成后，
往来两地不过4分钟车程。

据相关资料显示，珠江口隧道
海域段长约 11.05 公里，最大埋深
115米，接近40层楼高。随着深度加
大，水压也在不断增强。盾构机施
工时承受的极值达 1.06 兆帕，超过
10 个标准大气压，相当于在指甲盖
大小的面积上承受 10.6 公斤的压
力。加之周边环境水腐蚀性较为严
重，会破坏钢筋表面的防腐层，造成
钢筋混凝土结构性能劣化，影响结
构的使用寿命。

“珠江口隧道穿越经济发达、人
口密集、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对施工
提出很高的要求。”中铁十四局深江
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项目总工程师
陈兴飞告诉记者，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曾诞生公铁两用桥、单一桥、隧
道等多种方案。这些方案各有特
点，多数专家认为，珠江口穿行的主

航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连接国
际航道、通达国内外港口的水路运
输大动脉，考虑到桥梁在建设和后
期运维阶段会对通航、防洪、环境、
成本造成一定影响，最终舍弃经济
效益较好的公铁两用大桥方案，改
为隧道下穿。

珠江三角洲是由珠江水系冲积
而成、水况复杂、地形多变的复合型
三角洲。勘察结果显示，两条线位的
地貌单元均为珠江三角洲平原，该水
域底部覆盖层成分基本相同，“上软
下硬”，上部主要是软土、砂土沉积，
下部由上更新统黏性土、砂砾石层组
成，底部有微风化花岗岩岩层。

“海底凹凸不平、软硬不均，其
中全断面硬岩长 2.75 公里，断裂带
区间长达490米，岩石最大饱和抗压
强度达124兆帕。”陈兴飞粗略算了
下，这种情况下，隧道跨越珠江口要
穿过17条断裂破碎带、13种地层、5
种复合地质。“其施工难度在全世界
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全体注意，开始推进！”11月17
日上午，随着油泵、泥浆泵、刀盘运
转，“深江 1 号”在珠江口水面下 73
米开始了新一轮作业……

高铁修到百米海底
建设中的深江铁路 施工难度举世罕见

11月16日，工人在河北省遵化
市一家矿山机械设备企业的生产车间
工作。

近年来，河北省遵化市大力发展
机械设备、数控机床、汽车配件等装
备制造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介绍，
目前该市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达
40多家。 新华社 发

河北遵化装备制造产业

聚集助推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