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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
教育部部署进一步做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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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春季综合双选会正当时

（上接01版）

如何补齐高水平体育专业教师资源

短板？“石鼓区强调人才引进，重视人才

专项能力培养，自2016年以来，面向社会

招聘体育教师达40余人，田径、足球、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专业教师配齐配足。”

石鼓区教育局体卫艺股负责人丁平艺说

道。另一方面，坚持体育教研是石鼓区

教育局推动体育教师业务水平提升的重

要举措，已持续开展多年。根据石鼓区教

育局安排，石鼓区成立区体育联组，每月

双周的星期五下午进行教研活动，内容

包括体育教材研读、足球训练等，通过

“传帮带”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

每月两次的教研活动让人民路小学

体育教师李瑞全获益良多。2024年3月

28 日，他经区体育联组推荐，参加 2024

年衡阳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教师教学

竞赛获得第一名，并代表衡阳市参加

2024年湖南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教师

教学竞赛，荣获一等奖。

“双减”背景下，体育助力学生全面

发展，也为石鼓区体育专业人才梯队建

设夯实基础。

以赛为媒强体魄
如何让更多学生主动参与到体育运

动中去？石鼓区的答案是——赛起来。

石鼓区大力推进校级联赛，让学生在体

育竞赛中享受快乐、强健体魄。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比赛了。”“不仅

强身健体，还能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

“这种为集体荣誉奋斗的感觉太棒了。”

回忆起上学期学校组织的第五届班级足

球赛，石鼓区团结小学的不少学生仍然

记忆犹新。

“班班有队伍、校校有比赛、校际有

交流”已成为石鼓区体育教育的常态。

据了解，石鼓区着力探索青少年体育赛

事统筹管理和一体化运行机制，每年定

期举行区级运动会、足球、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比赛等，将各校开展校内体育竞

赛情况纳入年度考核，逐步形成了“你追

我赶”的良好态势。

以赛促练成效明显，近年来，石鼓区

体育教育硕果累累：2015年衡阳市第十

届运动会上获得青少年组金牌总数第一

名；2021年衡阳市第十一届运动会上获

得青少年组团体金牌总数、赛会金牌总

数、团体总分、赛会团体总分四个第一。

先后培养出体操国际冠军李敬、亚洲田

径三级跳远冠军邹四新、填补湖南省全

运会游泳项目金牌空白的全国冠军廖雅

丽、里约奥运会三级跳远铜牌获得者董

斌等优秀运动员……

“运动向未来，当‘燃’是少年。”石鼓

区教育局局长谢炜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深化体教融合，铺就学生健康成长的道

路，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走到阳

光下，跑到操场上，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入学申请更简单 审批过程更优化

4月18日，湖南省益阳片区2024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暨湖南

城市学院2024届毕业生春季综合双选会举行。共有175家用人单位到会，

为毕业生提供岗位4000余个。图为双选会现场。 李谌涵 摄影报道

近日，教育部印发《进一步做好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对本科专业设置工作作

出部署，旨在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

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

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推动形成新质生

产力，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通知》聚焦实施本科专业目录年

度更新发布机制、完善本科专业类的设

置与调整机制、动态调整国家控制布点

专业和特设专业、实施专业设置预申报

制度、加强对增设专业的论证和公示、

规范学位授予门类和修业年限调整、规

范专业名称调整、规范专业撤销工作、

规范拟新建本科高校和具有法人资格

的合作办学机构专业设置工作、规范合

作办学专业备案和审批等方面，并作出

具体要求。

《通知》明确，教育部每年更新《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高校本科

招生专业按照更新公布的《专业目录》

执行。高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区域发展急需和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

件等，提前谋划增设专业。高校增设、

更名专业类，或调整专业类下设专业，

原则上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相关专业

（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调整方案，并

广泛征求意见，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审议。高校

申请增设专业（不含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原则上应列入

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提前1年进行

预申报。连续五年停止招生且无在校

学生的专业，原则上应予撤销。

《通知》强调，把好专业质量关。高

校应对拟增设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进行调研、论证，突出高校办学特色，优

化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配置，提出科学

的人才培养方案，保障专业设置质量，

建强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落实专业

建设质量年度报告制度，主动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

《通知》要求，各地加强省级统筹和

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立足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应用政策指

导、资源配置、资金安排等措施，引导高

校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区域

发展急需紧缺专业，建设特色优势专业

群，淘汰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办

学定位的专业。

摘自教育部官网

本报讯（记者 王燕）我省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于4月

21 日顺利结束。记者从省教育考

试院了解到，今年是我省实行专升

本全省统考的第一年，共有 7.3 万

余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点设在

招收专升本考生的47所本科学校。

据悉，为确保本次考试平安顺

利，省教育厅高度重视，省教育考

试院精心组织部署，采取有效措施

全面压实考试工作的各项责任。

制定并出台了《湖南省2024年普通

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考务工作细

则》和《考务手册》，全面规范了报

名、组考、试卷安全保密、违规行为

处理和突发事件处置的工作流程

和操作办法，严格按照《湖南省国

家教育考试试卷安全保密工作管

理办法》（湘教发〔2019〕3 号）的要

求，加强试卷全流程监管，抓好保

密室等重要涉考场所的风险排查，

落实落细各环节措施，确保试卷流

转各环节绝对安全，坚决防止试卷

失泄密事件发生。考试期间，考点

考试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加强考生

身份识别仪、手持安检仪和手机存

放柜等专用设备的配置和更新，坚

持人防、物防与技防相结合，严防

考生违规带入考点考试封闭区域

和考室。

考试期间，省市安排巡查组、

驻点督查组等分赴各高校进行巡视巡

查。所有考点全程开启视频监控，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全程录像。考试结束后，

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专人审看所有考点

的监控录像，并对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

查处。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向每位考生发

送了《考生守则》，并向各考点统一印发

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宣传

资料，引导考生信守诚信承诺，督促考点

努力营造“诚信考试光荣，违纪舞弊可

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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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数字人才支撑

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加

快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

门4月17日发布《加快数字

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

展 行 动 方 案（2024 － 2026

年）》，紧贴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发展需要，用3年

左右时间，扎实开展数字人

才育、引、留、用等专项行

动，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

给，形成数字人才集聚效

应。

行动方案部署了数字

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数字

技能提升行动、数字人才国

际交流活动、数字人才创新

创业行动、数字人才赋能产

业发展行动、数字职业技术

技能竞赛活动等6个重点项目。

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是我

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重点围绕智

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

路等数字技术领域的新职业，探

索建立数字技术工程师认证制

度，每年培养培训数字技术技能

人员8万人左右。

行动方案还从优化培养政

策、健全评价体系、完善分配制

度、提高投入水平、畅通流动渠

道、强化激励引导等方面加大政

策支持。

摘自新华网

今年我省将全面完成教育入学“一件事”任务

本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朱宇叶）

当前全省各地正陆续展开义务教育阶段

新生秋季入学报名工作，记者从4月16日

召开的全省高效办成教育入学“一件事”工

作推进会上获悉，全省今年将全面高效完

成教育入学“一件事”各项任务，让入学申

请更简单、报名材料更简化、审批过程更优

化、结果反馈更快捷、办事体验更友好。

今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

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完成包

括教育入学在内的 13 项“高效办成一件

事”重点任务。2023年，我省全面推进中

小学新生入学“一件事一次办”，湖南中小

学新生入学在线报名平台覆盖全部县市

区，全省入学“一件事”实现了整省推进、

走在全国前列。义务教育阶段新生线上

报名率为99.1%，实现了“线上报名、线上

核验、线上录取”“零障碍、零证明、零跑

路”，结束了全省新生入学现场排队的历

史，促进了教育公平，减轻了教师负担。

记者了解到，2024年，我省将重点对

入学“一件事”有关政策全面落地、技术升

级、流程优化，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

对入学“一件事”想得起、用得好、离不

开。优化报名服务，合理安排各市州报名

时间，提前做好数据核验压力测试，进一

步优化完善省报名平台功能。完善系统建

设，协同省直有关单位及时更新完善相关

系统数据，按需优化相关接口，进一步提升

数据核验并发能力。加强数据采集，尽可

能在入学报名时采集学籍相关数据，提升

报名数据使用效益，减轻家长和工作人员

负担。做到“应核尽核”，充分使用核验结

果，能通过线上核验的入学证照，一律不得

再另行要求提供纸质材料线下核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