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欧罗巴2”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无人机照片）。
当日，随着“欧罗巴2”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

国的460余名旅客将在京津两地开启为期两天一夜的文旅体验。“欧罗巴2”号邮轮也是今
年天津口岸迎来的首艘访问港邮轮，此前已访问厦门、上海，26日将开往青岛。

为优化外籍旅客来华旅游服务，天津东疆边检站、天津东疆海事局及京津两地旅行社等部
门加强协作配合，全力保障邮轮快速靠泊、高效通关及旅行交通服务。 新华社记者孙凡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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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一定要牢记不能用湿手去触碰电器开
关、插口、插座等带电设备。”2 月 24 日，新学期开学第
一天，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组织“电靓夏都”共产党员服
务队走进古城台小学，开展“安全第一课 电亮开学季”
活动，为同学们送上一份特殊的“开学礼”，进一步丰富
小学生的安全用电知识，筑牢校园安全用电屏障。

课堂上，服务队队员们通过真实案例解析、三维动
画演示、互动式课件展示等形式，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
讲解绿色能源、安全用电及科学用电等知识要点，他们
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丰富有趣的案例，让同学们能够
轻松理解，并通过现场互动、有奖问答的形式，充分调
动学生们的积极性。

为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电力知识的理解，服务队队
员特别带来了电能表模型、手摇式发电机教具等专业
设备，队员们详细讲解了电能表的作用及读数方法，以
及手摇发电机的原理和构造，并指导学生们分组完成
了电能计量装置读数、发电原理动态演示等实验项目，
让学生们直观掌握了绿色能源转化机理，同步培育低

碳环保理念。
“这堂电力安全课很精彩，提高了同学们规避用电

风险的能力，促进了校园用电安全，这样的开学第一
课，对孩子们既特别又有意义。”古城台小学教师时文
杰说到。

近年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始终秉持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不断健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与辖区文
明办、教育局联动，合作共建古城台小学等 7 个“绿电
小课堂”志愿服务实体阵地，以展板科普、现场宣讲、手
工 DIY 等形式开展志愿服务 40 余次，参加授课师生
4000 余人。

下一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将继续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在总结“绿电小课堂”活动亮点经验的基础上，打
造一个集绿电知识教学、手工制作拓展、智能计量资产
数智化展示、教育宣传阵地为一体的“王生媛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积极吸引青少年走进实践阵地，直观感
受绿色电能、电网发展与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变化，助推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 （沈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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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5 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以下简称“研考国家线”）。
数据显示，今年几乎所有专业的研考国家
线都纷纷下降，幅度在 10 分左右；同时，今
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
降。

考研人数，分数线双双下降，意味着考
研竞争不激烈了？该如何理性看待其中的
变化？

各专业分数线纷纷下降各专业分数线纷纷下降

对比2024年和2025年的研考国家分数
线后发现，2025 年研考国家线各个专业的
分数线出现普遍下降，幅度大约在 10 分左
右。

其中，降幅最大的是经济学，今年经济
学专业A类考生的研考国家线为323分，相
比 2024 年的国家线下降 15 分。其次，今年
文学、理学、管理类中的工程管理专业的国
家研考线分别为351分、274分、162分，分别
比2024年的国家分数线下降14分。降幅比
较小的是农学、会计学、图书情报学，今年农
学专业的分数线为245分，比2024年的国家
分数线下降6分；会计学、图书情报学今年分
数线为194分、191分，均比去年的国家分数
线下降7分。唯一一个分数线没有下调的专
业是军事专业，今年研考国家分数线为260
分，和2024年持平。

不仅考研国家总分线下降了，单科线也
出现了下降。比如哲学A类考生2025年考
研政治和英语单科线，与2024年相比下降了
8分，法学的英语和政治单科线与去年相比
下降了7分。

根据教育部此前公布的2025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考研大军近年
连续“缩量”：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从2023年
的“高点”474 万人，减到了 2024 年的 438 万
人，2025年又减少50万人，降至388万人，接
近2021年时的报名人数。

考研人数、分数线双双下降，意味着考
研竞争的激烈程度变小了？

“考研分数线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例如政策调整、考生报考情况、高校招
生计划、考生总体水平、试卷难度等紧密相
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考
生应综合考量，更理性、客观地看待。2025
年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统考计划招生总人
数为 87.22 万人，较上年增加 1.3 万人，增长
率为1.5%。

其实，考研分数线的高低，更多是由参
加考研的头部学生的分数决定的。“目前，不
少高校的保研人数在增加，一些在校内顶尖
的学生更多走了‘保研’的通道，没有参加考
研。这可能也是造成分数线下降的原因之
一。”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
娣表示。

此外，樊秀娣还认为，分数线的下降也
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有
更多的选择，不要紧盯着分数，为了几分差
距而花费很多时间，从而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挖掘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
华。

专硕比例持续走高专硕比例持续走高，，专硕学硕分数线合专硕学硕分数线合
成成““一张表一张表””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5年硕士研究生
统考招生计划统计，在今年87.2万招生计划
中，学术型硕士（学硕）计划招生27万人，专
业型硕士（专硕）计划招生60.2万人，专硕招
生计划占比为68.99%，超过总招生计划人数
的三分之二，远超学硕。

从专硕与学硕统考招生计划增幅看，
2025年专硕招生计划人数较上年增长1.9万
人，增幅为3.3%。而与之相反，学硕的招生
计划人数出现回落，2025年招生计划人数较
2024 年减少0.6 万人，降幅为2.22%。另外，
专硕的招生计划占比也呈现扩大趋势，2024
年专硕招生计划占总计划的67.8%，2025年
提高了1.19个百分点。

事实上，从2024年开始，“研考国家分数
线”公布时，没有特别区分学术学位类和专
业学位类，而是“两张表”合并为“一张表”，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专硕的分数线，意味着专
硕的分数线和学硕分数线一样。如果专硕
的分数线和学硕的不同，则会在同一学科门
类里面进行具体说明，代码第三位数字为5
的是专硕。

该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樊秀娣认为，
以往，学硕的分数线往往比专硕高一点，今
年研究生扩招更多名额放在了专硕，大多
数专硕学硕分数线一样，反映了国家研究
生深层结构的调整在起作用，效果是明显
的。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曾表示，从
学位类型看，坚持推进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
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发展，增加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规模，加强工程技术领域高层次应用
型领军人才培养。2023年，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比例已经接近60%。“不断优化高层次人
才培养结构”的信号在分数线上也有了体
现。

专硕和学硕是两类不同培养方向的人
才，专硕侧重培养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学硕
则侧重培养学术型人才。上海电机学院研
究生处有关负责人解释，在传统应试教学模
式中，往往认为专硕研究生要比学硕研究生
的含金量价值低，这其实也是许多人的误解
之处。扩大专硕的招生规模，并非代表着学
硕研究生不吃香，而是按照当前大学生的就
业情况所作出的政策调整。

以前，有些用人单位会因为专硕的分
数线比学硕低，从而认为专硕人才的质量
不如学硕。现在，整个社会对专硕、学硕的

“刻板印象”也逐渐在扭转，在企业招聘人
才时，对专硕的“不待见”和偏见正在逐渐
纠偏。

“此外，不少专硕招收的是非全日制学
生，在周末上课，这更适合已经工作的人继
续深造。”樊秀娣补充道，这一方面说明人
们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热情，另一方面也
说明考生的选择更务实，并不是纯粹为了
高学历而考研，更没有辞掉现有工作“脱产
考研”，而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前景来
选择。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者王靖 胡
璐）记者 25 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气象、
林业、草原、荒漠化等领域专家联合会商预
测，2025年春季我国北方沙尘天气过程次数
预计较常年同期偏少。

综合分析显示，今春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
冷空气活动总体偏弱，沙尘传输的动力条件相
对较差，且主要沙尘源区植被生长状况总体偏
好，都有利于春季沙尘天气偏少发生。2025年
春季，预计我国北方地区沙尘天气过程次数为
9至12次，较常年同期12.5次偏少。其中，沙

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2至4次，沙尘天气强度
总体偏弱。预计北方地区平均沙尘天气日数
为5至7天，接近常年同期6.3天。其中，华北
区域平均3至5天，接近常年同期3.9天。

同时，专家也表示，春季沙尘天气趋势
预测难度较大，且入冬以来我国主要沙源区
内蒙古大部和蒙古国中东部气温偏高、降水
偏少，进一步增加了预测的不确定性。为
此，国家林草局近期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
地及时研判沙尘天气趋势，密切关注沙尘天
气预警信息，认真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者 顾天成）
国家疾控局 25 日发布健康科普，强调鼠疫
不仅通过老鼠传播，自然界的鼠类、旱獭等
很多啮齿类动物都有可能传播鼠疫。围观
和逗乐土拨鼠属于高危行为，更不要捕捉或
饲养土拨鼠。

还记得那个站立着大吼一声“啊”的土
拨鼠吗？土拨鼠学名旱獭，是一种大型啮齿
类动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原地区。
网络上时有部分游客在高原和草原游玩时，
晒出投喂“网红土拨鼠”的照片，却对这种行
为潜藏的危险不自知。

原来，这种看似可爱的野生动物，实际却
是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土拨鼠是我国
甲类传染病——鼠疫的主要传染源之一。人
一旦感染鼠疫，患者会突然出现高热、淋巴结
肿大的症状，病情常常迅速恶化，死亡可能性
极高。所以，土拨鼠再“萌”，也不要与其亲密
接触，围观和逗乐土拨鼠属于高危行为。

根据健康科普，鼠疫主要通过病媒生物
传播、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在自然疫源
地，病媒生物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跳
蚤是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寄生在土拨鼠身
上的跳蚤感染鼠疫菌后再叮咬人，即可造成
人的感染。接触传播是指人接触染疫的土
拨鼠时，或接触鼠疫患者的排泄物、分泌物
时，病菌通过皮肤表面伤口或黏膜进入体内
而造成感染。此外，肺鼠疫患者的飞沫被他
人吸入后也可造成感染。

如何预防鼠疫？疾控专家提示，一是要
避免接触，远离土拨鼠及其洞穴，不要捕捉
或饲养土拨鼠；二是做好个人防护，在野外
活动时，穿长袖衣物和使用驱虫剂，防止跳
蚤叮咬；三是维护环境卫生，疫源地居民应
保持居住环境清洁，防止啮齿动物和跳蚤孳
生；四是做好健康监测，如果接触了土拨鼠
并出现可疑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的医疗机
构就医并告知医生接触史。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者 黄垚）这
两天，不少网友打开手机发现本周天气暖意
洋洋，迫不及待想穿上春装。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6日开始我国大部
地区将持续回暖，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将上
升10℃以上。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超
过 15℃，济南、郑州等地气温或突破 20℃。
同时南方地区的气温也将一路走高，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高。

为什么会出现快速回温？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分析，从

环流形势看，近期位于俄罗斯远东的极涡势
力呈现阶段性北收特征，我国中东部转为受
高压脊控制，云量减少，白天接收的辐射增
多，有利于快速升温。在这样的环流形势
下，影响中东部的冷空气逐渐减弱、东移。
此外，南方地区暖湿空气向北输送，暖平流
异常偏强，影响中东部地区，也是导致升温
的重要因素。

“江汉东部、江南中西部以及江淮一带
处于明显升温的高值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有
26℃至28℃。此外，云南南部一带已经出现
30℃以上的气温。”陈博宇说。

但3月初随着冷空气到来，我国将发生
冷暖转换，大部地区出现剧烈降温，最低气
温0℃线南压至淮河附近。因此，不少网友
把这次回温称为“坏回暖”。

陈博宇表示，春天温度起伏是正常现象，
无论从季节本身的升温趋势还是农业角度分
析，负面影响都较小，不能称之为“坏回暖”。

“春天孩儿面，一天变三变”。专家表
示，春季是冷暖空气交汇的季节，天气忽冷
忽热，前期回暖明显可能紧接着又剧烈降
温，但总体还是处于逐步升温过程。

“乍暖还寒”之下，专家提示，公众需及
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外出适时调整着
装，特别推荐“洋葱式穿衣法”，像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穿搭，根据不同温度和环境穿脱。

13个学科普降，考研“上岸”变简单了？
多地回暖，但厚衣服先别收！

土拨鼠也能传播鼠疫

国家疾控局提示勿捕捉或饲养

今春北方地区沙尘天气过程次数预计较常年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