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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在安吉县实验初中考点，考

生们正在随机抽取自己的科学

实验操作测试题。预备铃一响，

他们分批次进入相应考场，要在

15 分钟内完成相应的实验操

作，监考老师则在一旁同步进行

评分……

4月13日至15日，湖州市

2018年初中科学实验操作测试

举行。该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

邢夏良说，将科学实验操作测试

纳入中考，既有助于推进育人方

式的改变，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也是新一轮中考

改革的迫切需要。

去年底，《浙江省教育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发布，其

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左右初

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

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

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

制，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

展，促进义务教育高水平均衡和

高中学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的

改革目标。

“《意见》的出台，为全省的

中考改革定下了主基调，完善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综合素质

评价、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

探索多元录取机制等成为我们

新一轮中考改革的主要任务。”

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坦言，促进综合素质提升以

及推动教育公平成为新一轮中

考改革最主要的导向。

记者发现，回应《意见》中对

考试命题提出的要求，今年全省

各地纷纷加大了对实践能力的

考查，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去年，湖州就组织了首次初

中科学实验操作测试，今年这一

工作开展得更加得心应手。此

外，温州、嘉兴和宁波等地都将

举行人机对话的英语中考口语

测试。

今年嘉兴中考改革的最大

亮点就是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折算成分数计入总分，让“软条

件”变成了“硬杠杠”。该市教育

局基教处处长夏成伟告诉记者，

学生从初一入学开始，学校就会

为每位学生建立成长记录档案，

包括品德表现、运动健康、审美

艺术、创新实践4个维度，班主任

和年级部负责对学生四个维度

的表现和行为进行实时记录、过

程跟踪和学期评价，3个学年结

束时评价结果按等第制转化为

分数，经公示后计入中考得分总

分。整个过程公开实施，阳光操

作，由市教育局统一规范并接受

社会监督，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

公平、公正。

《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探

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

模式，建立名额分配招生、自主

招生和统一招生为主的多元录

取机制。事实上，改进招生计划

分配方式，探索多元的招生录取

机制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最好

体现。

通过梳理，记者发现今年各

地纷纷加大了监管力度，禁止个

别学校的擅自提前招生行为，而

湖州、衢州等地还取消了体育、

艺术等奖励类学生加分项目，嘉

兴、台州、宁波等地还将自主招

生比例提高到了20%。

今年1月，有宁波市民通过

问政平台，发帖质疑宁波施行了

好几年的“初高中衔接课程班”

的公平性，认为此举违反了省教

育厅相关文件中“不得在初中学

生毕业考试前组织提前招生，也

不得采用衔接班、预录班、新生

军训等方式变相提前招生”的规

定。宁波市教育局立即作出回

应，决定停止2018年初高中课

程衔接项目试点。

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新一轮中考改革正

在全省范围内稳步推进，目的

就是为了发展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打
开手机微信点击学校网上办事大

厅，足不出户，短短几分钟，浙江农

林大学学生柯奔就完成了校园文

化活动场地的申请。

作为学校通讯社的一员，以前

办申请，柯奔至少要跑两个部门签

字、盖章。而借助网上办事大厅，

一个办公室都没跑，负责审批的教

师在手机微信里就完成了核实、审

批，并通过系统向学校团委和保卫

处备案。

其中的便利要归功于浙农林

大正在推进的“一库一表”信息化

工程建设。从去年开始，为竭尽所

能节省每一位师生的时间，该校通

过建立学校统一大数据库，实现了

师生服务“一张表”。该工程以数

据整合、资源共享为核心，应用大

数据的统计分析功能，构建了“互

联网+管理”“互联网+服务”的工

作体系，使“师生一年最多填一张

表”成为可能。

目前，“一库一表”工程主要组

成部分——网上办事大厅开始运

行，首批推出了大型活动审批、网

络报修、掌上后勤等与师生学习工

作密切相关的33个公共服务事

项。线上办事大厅已初步实现师

生网上申请办理、查询办理进度和

对服务进行评价等行政办公的电

子化，实现手机APP和电脑端同

步运行。接下来，学校还将逐步把

250多个管理服务事项纳入网上

办事大厅发布和办理，实现线上办

理与线下服务相结合，为师生提供

“点对点”的网络化服务。

浙农林大校长应义斌表示，

“一库一表”工作是“最多跑一次”

改革在学校的具体实践，学校希望

为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

进而推进机关部门职能转变，建立

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提升学校现

代化内部治理水平。

关注我省招生考试改革系列报道之三

中考改革剑指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浙农林大实现师生服务“一张表”

本报讯（记者 邵焕荣）4月
19日，浙江省第四批语言资源保

护工作启动会在绍兴市上虞区召

开。会议总结了2017年全省第

三批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经验成

果，部署了今年全省第四批语言

资源保护工作，完成了调查点语

委办（教育局）与专家团队的前期

对接工作，并审定了《浙江省方言

资源集》的出版样稿。

会议提出组织开展方言资源

保护工作时不我待，它既是国家

要求，又是民心所向。会议要求

要按照国家统一的工作要求和技

术规范，以“声、像、图、文、影”的

形式，对语言和方言进行调查、采

录、整理和开发；各地各高校要高

度重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地

方和专家共同实施、鼓励社会参

与”的原则，为专家团队调查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各高校要

在科研项目认定、经费管理使用、

专家工作量等方面予以支持保

障；各市、县（市、区）语委和教育

局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主动配

合专家团队，尽快建立起工作联

系，协商确定调查方案，在方言发

音人招募、摄录场所、宣传应用等

方面做好保障，共同推进我省第

四批方言资源保护项目顺利实

施，如期保质完成，为早日建成浙

江省方言资源声像图文数据库作

出贡献。

据悉，我省自2015年6月启

动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以来，已在3

年内共完成了50个市、县的方言

调查工作。今年还将组建18个专

家团队，分别负责包括杭州萧山、

富阳区、寿昌（建德）、分水（桐

庐），绍兴上虞区，文成、苍南等在

内的11个市的21个汉语方言调

查点的工作，并于2018年年底前

接受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组织的课题和项目验收。

我省启动第四批语言资源保护工作

4月 23日是第23个“世界读书
日”。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读书节暨
第二届“萤火虫”图书漂流市集活动上，
每一位参与的读者自带一本书到现
场，然后从现场选中一本书带走。数
百本书铺在该校崇正广场，每本书上
夹一个闪烁的小灯，形成了一幅“校园
萤火虫”的动人景象。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郑胜杰 摄）

首批省“万人计划”
入选人员名单公布
79位教师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于 佳）近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公布首批199

名浙江省“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我省共有79名教师入选，其中高

校75人，中小学4人。

浙江大学陈昆松等8人入围杰出人才，中国计量大学徐时清等28

人入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浙江大学毛丹等7人入围人文社科领军人

才，浙江大学史炳锋等26人入围青年拔尖人才，还有6人入围教学名

师。另外，包括温州市籀园小学林乐珍、浙江信息工程学院姚志恩、天

台中学陈红以及嵊泗县初级中学范群等4人也入围了教学名师。

省“万人计划”是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该计划从2017

年起，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分3个层次8个类

别，有重点地遴选支持1万名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

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带动全省形成万名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构建

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相互衔接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

体系。

遂昌有了首个乡村振兴讲习所

本报讯（通讯员 叶锦雄）近日，遂昌县首个乡村振兴讲习所在浙江

广播电视大学遂昌分校（遂昌电大）挂牌成立。

遂昌电大校长潘成松介绍说，乡村振兴讲习所将依托遂昌电大（遂

昌社区学院）的办学优势，按照“五有”（有牌子、有场所、有教员、有计划、

有效果）标准，以“五讲”（讲信念、讲法律、讲道德、讲技术、讲发展）为主

要内容，面向乡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级后备干部、第一书记和

农村指导员、大学生村官、广大农民群众、新型农业主体和农村新业态负

责人等各类对象开展培训。

据悉，下一步该县将因地制宜在各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组建若

干个村级讲习室，逐步形成县、镇、村（居）、三级乡村振兴讲习所的全覆

盖。以乡村振兴讲习所为阵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乡村振

兴的磅礴力量在遂昌的田间地头加速凝聚，助推遂昌美丽幸福“大花园”

建设。

今年以来，遂昌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发挥组织优势，强化县、乡、村

三级联动，致力于把乡村振兴讲习所打造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主阵地、乡

村产业振兴和百姓致富的助推器。

“丝路”课堂拉近杭阿两地
本报讯（通讯员 陈姗珊 陈 鑫）日前，“舌尖上的中外美食文化”

主题课程在杭州师范大学“丝路”课堂上演。3名志愿者用多种英语问

候方式进行课程导入，生动全面地介绍了中西方美食文化。

作为助力汉维融合、教育扶贫的公益项目，“丝路”课堂从2015年

10月开讲，已进行了近3年。该项目依托先进的网络直播设备，志愿者

在杭州讲课，新疆学生在阿克苏高级中学远程同步听课，已有2000余

名新疆学生受益。

初次参加“丝路”课堂的学生阿米尔江·阿不力米提激动地说：“通

过网络，从杭师大的哥哥姐姐那儿学到了大量地道的英文表达。”更让

他难以忘怀的是，杭师大的留学生们还教他们制作当地美食。阿克苏

高级中学教师邱月认为，“丝路”课堂拉近了杭阿两地的距离，在杭师大

志愿者们的传帮教下，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学习热情更足了，学习成绩也

节节攀升。

借助“丝路”课堂公益项目，西子湖畔的优质教育资源传到了天山

之南，实现了教育扶贫的公益目标。项目负责学生、杭师大外国语学院

学生林依宁说，未来还会通过社会实践、援疆支教等形式实地深入阿克

苏高级中学，让“丝路”课堂实现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唱响炫彩的教育

之声。

近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为留学生精心安排了一系
列课外活动，包括汉语拼音学习、中国文化体验课、企业参访实践
等，让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零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该院
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宁波签约共建的，是国内第一个供应链
学院。图为3C硕士项目留学生正在体验国画。

（本报通讯员 周 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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