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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诸暨中学一位女生高考604分，却放弃本
科选择报考高职院校中的定向培养军士，只为实现
自己的从军梦；江苏省高考提前批投档线公布，上
海海关学院投档线超过去年上海交大……随着今
年各地高招录取工作陆续开启，一些考生的另类选
择受到外界关注。

他们手握并不低的分数，却未将本科或名校作
为首选。高分考生为何逆向选择？这一现象该如
何看待？

志愿填报趋势转向志愿填报趋势转向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中出现“军警校热”“公
费师范生热”等趋势，一些有行业背景的高校也受
到青睐。观察今年报考情况，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根据其公布的浙江省中
小学师资定向录取情况，各个委培地区录取平均分
均在 600 分以上。其中慈溪市录取最高分为 679
分，排在全省前1762位，超过去年浙江大学的最低
录取位次。

北京警察学院公布的公安专业录取情况也显
示，今年两个专业组的男女生最高分都超过 600
分，最高达646分。

另外，在广东提前批投档中，北京电子科技学
院104专业组位居物理类投档线第一，投档最低分
为666分。据介绍，该校是一所为全国各级党政系
统培养信息安全高素质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

考生和家长更务实考生和家长更务实

“以往考生和家长更注重学校的名气、专业的
知名度等，如今则更加务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认为，近年来，填
报高考志愿的考量因素正发生转变，不少考生和家
长在决策时会更全面地了解高校信息，专业发展和
职业前景成为他们报志愿的重要导向。

他认为，这种转变也跟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
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一些考生和家长更愿意选择前景相对稳定的专业。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近日
也撰文指出，行业学校受热捧，某种程度上，受体制
内就业的趋势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人才培养上
更契合行业需要，相对质量较高。

李长安补充道，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对理
工科人才的需求也正持续增长，算法、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专业备受热捧，推动相关专业分数线走高。

浪费分数还是理性选择浪费分数还是理性选择？？

高分考生“不走寻常路”，是浪费分数还是理性
选择？这一话题也在网上引发热议。

“考生应当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
择，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走同一条路。”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部分考生在当前环境下
做出更加务实的选择是正常现象，但这种选择对个
人发展的长期影响还尚难定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
才能作出客观评估。

在他看来，对每个人而言，最好的选择是适合
自己的选择，但“适合”并没有唯一标准。如果仅仅
以就业为衡量标准，几年后就业市场可能会发生变
化，当下的选择也可能是“失策”的。他认为，能否
找到工作是阶段性的课题，而能否发挥出自己的天
性和特长，则是终身的课题。

李长安认为，这样的选择有利也有弊。一方面
能适应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契合就业市场对
人才的需求。同时他也提醒，一些专业名词听起来
好听，但学起来并没那么简单，如果缺乏兴趣和长
期投入，很容易半途而废。填报志愿还要结合自己
的兴趣，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向。

本科教育面临新课题本科教育面临新课题

高考志愿的冷热之变，正对本科教育提出新的
要求。最近，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多个专业招收
本科毕业生，引发广泛热议。有评论指出，这折射
出当下本科教育与实践需求的巨大鸿沟。

李长安认为，面对当下社会和学生需求的变
化，高校亟需做出调整。比如，除了一些基础科学
外，大多数的专业要加强与市场的结合，符合技术
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教学上要
突出应用特色，提高人才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度。同
时，加快专业调整的步伐。

“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也应关注每
个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储朝晖认为，从充分挖掘
个体潜力的角度出发，高校的培养目标不应仅限于
就业需求，还应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和全面发展。

李长安分析，未来随着经济转型发展，社会对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会日益增长。因此对学生来说，
他建议，打牢基础、构建较为完整系统的知识结构
至关重要，避免知识面过于单一、片面，才能更好地
适应未来多变的职业发展需求。 本报综合消息

604分读高职，高分考生为何逆向选择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王春

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 16 日就日本
政府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近日正式
公布 2025 年版 《防卫白皮书》，继续称
中国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诬
称中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在
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请问发言人有何
评论？

蒋斌表示，日方为给自身军事松绑
寻找借口炮制虚假叙事，大肆渲染“中

国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
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
正交涉。

蒋斌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和
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日方非但不认
真反省，反而再次表现出强军扩武的危
险态势，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
武器出口限制，拼凑军事“小圈子”搞
阵营对抗，甚至不时冒出修改“无核三
原则”的杂音。这些行径严重违背日本

“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

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
宁带来重大挑战，已引起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高度警惕和深切担忧。

蒋斌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
湾光复80周年。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是二
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停
止对华抹黑指责，切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精神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以实
际行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月16日，工程车辆行驶在贯通
的隧道内。

当日，随着“江城卓越号”盾构机
顺利抵达接收工作井，由中国铁建投
资集团参与投资建设管理、中铁十四
局施工的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长江
隧道顺利贯通。

据了解，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全
长59.9公里，为国内最长地铁环线，其
中长江隧道全长4011米，包括2160米
下穿长江段，最大埋深达45.5米。武汉
轨道交通12号线建成通车后，将串联
武汉7个中心城区，对加快城市重点发
展地区建设，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日本政府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

我国最长地铁环线穿越长江隧道贯通我国最长地铁环线穿越长江隧道贯通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 月 16 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十四
届全国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原主任吴英杰受贿一案，以受贿罪判处
被告人吴英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将追缴在案的吴英杰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至2021年2
月，被告人吴英杰利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府副主席，自治区
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和企业经营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3.43亿余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吴英杰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依法惩
处。吴英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
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
当判处死刑。鉴于吴英杰检举他人涉嫌
违法犯罪经查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受
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且其到案后如实
供述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
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
赃，大部分赃款赃物及其孳息已追缴到
案，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
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
上述判决。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朱高
祥 魏冠宇 丛佳鑫）逝有所安、丧有所尊、
思有所依，在绿色文明新风中慎终追远。

7 月 16 日，民政部发布《殡仪接待服
务规范》等十项新制定、修订的殡葬领域
行业标准，涉及殡仪接待、骨灰寄存、公墓
安葬、骨灰海葬、公墓祭扫、网络祭祀等方
面，回应民生关切。

“许多原有标准的部分条款已不能满
足当下殡葬服务行业发展和公众需求，需
要加强制修订工作，对服务流程、服务内
容、设施设备等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民政
部一零一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主任李
玉光介绍，这有助于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
平，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需求，促进绿色
殡葬发展。

——统一殡葬服务标准，保障逝有所
安。

殡葬服务行业标准和规范关系公众
利益和社会秩序。让服务有据可循、费用
清晰透明，才能让群众在悲痛时刻免于被
裹挟消费的无奈。

系列标准提出，在遗体保存和火化、骨
灰寄存和海葬等环节，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等应当公开公示，让群众享有知情权和选
择权；在殡仪接待等环节，要求出具费用明
细清单，提供正式结算凭据和发票……

为了保障遗体和骨灰安全，《遗体和
骨灰追溯通用要求》明确，殡葬服务机构
应在遗体和骨灰流转服务环节采集关键
追溯信息，应保持信息的真实、规范、有

效，且易于识别和检索。
“系列标准的发布，有助于规范行业

发展，提高殡葬服务质量，为监管部门提
供监管依据和手段，提升社会公众对殡葬
行业的信任度。”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王志强说。

——提升绿色殡葬水平，倡导文明新
风。

随着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和文明祭祀，既顺应环保趋
势，也符合节俭美德。

一组民政部提供的数据表明，骨灰海
葬等生态安葬正被大众接受：2024年，全
国共有19.47 万例骨灰实施生态安葬，较
2019 年增长 67%。其中实施海葬 5.35 万
例，较2019年增长26%。

“拥抱大海”虽节约土地，但由于骨灰
及海葬用品会与海洋环境直接接触，若操
作不规范，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
坏。

为了避免此类问题，修订后的《骨灰
海葬服务规范》提出，应及时回收海葬祭
祀专用物料中如包装纸、花篮等不入海的
物料，不应在海葬船舶上烧纸、上香和放
鞭炮；宜使用骨灰沉降的方式进行海葬
等。

系列标准还倡导包括骨灰海葬、树
葬、花葬、草坪葬等在内的节地生态葬，引
导行业减少对土地资源占用等。

——规范祭祀祭扫服务，满足思有所
依。

2024 年，在全国 2000 多个网络祭祀
平台上，网络祭祀达1.2亿人次，比上年增
长了 37%。网络祭祀逐渐成为一种新兴
祭奠方式。

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云上缅怀”时，
网络祭祀商业化、低俗化甚至是恶意祭祀
现象也时有发生。

让仪式回归真诚，让服务回归敬畏。
为规范网络祭祀活动，《网络祭祀要求》提
出，平台服务功能不应设置过于娱乐化或
商业化的功能，例如游戏、购物等；应具备
平台用户和被祭祀人实名身份认证及审
核管理功能……

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规范祭扫形
式及服务，满足不同群体表达哀思的方
式，系列标准作出相应要求。

比如，《公墓祭扫服务规范》修改祭扫
服务分类，新增代客祭扫服务、集体共祭
服务等，并将生命教育理念贯穿服务全过
程；《骨灰海葬服务规范》鼓励建设公益性
生态文化墓园、海葬纪念墙等纪念设施供
参与海葬的逝者家属寄托哀思，均体现了
对逝者及其家属的尊重。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强已发布标准
的培训和实施，有效提升殡葬服务水平，
促进殡葬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民政
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刘涛说。

让逝者安息，生者慰藉。
系列标准的出台，不仅是行业健康发

展的需要，更是社会文明对个体尊严的守
护，让生命在终点获得应有的尊重。

让逝有所安让逝有所安！！民政部发布殡葬领域行业标准民政部发布殡葬领域行业标准

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
吴英杰受贿案一审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