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41万余考生本周末“演练”新高考
考试安排与新高考完全一致 考生须适应新高考模式、试题风格、考试流程、志愿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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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8日讯 近日，湖
南省委教育工委发布通知，湖南
中医药大学、 湖南文理学院、湖
南医药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湘
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8所高
校被认定为2020年度“湖南省文
明高等学校”。

文明高等学校创建是一项
综合性建设工作。认定为文明高
等学校的必须是在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中成绩突出、 效果显著，
能够发挥示范作用的普通高等
学校。“湖南省文明高等学校”并
非终身制，其认定有效期为6年，
中期 (第三年 )复查一次，复查不
合格且整改不到位的， 经审议
后，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发文撤消其资格。文明高等学校
有效期满后， 其资格自动失效，
但可直接申请当年度文明高等
学校的认定。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实习生 林心滢

1月23日—25日，作为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湖南将举行新高考适应性考试。
1月18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我省教育部门获悉，我省将有41.36万考生参加本次考试，全省
共设121个考区、476个考点。

此次适应性考试在今年实施新高考的湖南、广东、福建、江苏、河北、辽宁、湖北、重庆八省
市同时开展。教育部要求，考试完全按照新高考的流程进行，从命题、制卷、组考、评卷到录取
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和要求都严格参照高考标准，是对2021年高考及录取工作的全真模拟，也
是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战演练。湖南考生在此次考试中要“适应”些什么？疫情防
控有哪些要求？

我省已做好适应性考试疫情
防控的部署。 根据要求， 非绿码
（电子健康卡）的考生或在考前14
天内有过身体异常、 有境外或国
内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 疑似
病例和确诊病例接触史的， 须及
时向考点、 报名点或县市区招生
考试机构报告， 并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要求处理。

建议考生须提前准备好足量
的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
外科口罩） 等防护物资。 进入考
点、考室前须始终佩戴口罩（身份
核验时除外），考试时可以自主决
定是否佩戴。 进入考点后建议考
生及时进行手部消毒或洗手。

考生在入场、候考、考试和离
场等环节要积极配合考点工作。
同时，要提前到达考点，按照考点
指引检测体温，出示有关证件，有
序入场。 考试当日体温测量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

童磊先生：
湖南省银伟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合伙企业拟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00 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赤岗路高星物
流园信息大楼 10F 会议室召开关于审议新《合伙协议》的合
伙人会议，请你准时出席会议，如未出席视同放弃表决权，且
不影响本次会议召开及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湖南省银伟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合伙企业
2021年 1月 19日

关于湖南省银伟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人会议通知

本次考试安排与2021年
高考完全一致。 考试时间为3
天， 其中语文科目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数学和外语2个科目
考试时间均为120分钟。物理、
历史、化学、地理、政治、生物等
6门选择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
均为75分钟。1月23日分别考

语文和数学，1月24日分别考
物理/历史和外语，1月25日分
别考化学、地理、政治、生物。

包括湖南在内的8个第三
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均
实行“3+1+2”模式，此次考试
也被视为是该模式的首次“验
收”。

组织适应性考试是教育
部统筹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
重要部署， 是确保高考综合改
革平稳落地的重要举措。 对于
考生来说， 这也是一次全面的
“演练”。 因为新高考在考试科
目、计分方式、志愿填报和录取
模式等环节都有重大调整，这
次适应性考试， 可以让考生充
分了解新高考的考试方式和考
试流程，尽快适应新高考。

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这次“演练”，考生可
以熟悉一下新高考试卷结构、
试题风格、题型难度、考试流
程等， 根据考试结果查漏缺
补，找出薄弱点，更有针对性
地进行复习。 考试结束以后，
考生还可以根据排名情况，清
晰自己的定位，及时对目标院
校作出调整。同时，相关部门
还会通过考试结果反馈选考
科目自主命题的难度和区分
度，供正式命题时参考。

由于新高考再选科目要以
等级赋分后的成绩计入总分，
涉及到“等级转换赋分”的科目
是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
通过这次“演练”，考生可以了
解新模式下的赋分机制。 相关
负责人表示，成绩公布时，考生

查询到的再选科目成绩是等级
赋分后的成绩， 不需要考生自
行转换。对于教育部门来说，通
过考试模拟赋分， 可以及时掌
握考生选考成绩分布情况，验
证赋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
情况，并研究解决办法。

据介绍，此次适应性测试
后， 各省将组织统一评卷，考
生根据适应性考试成绩，模拟
填报志愿。 与改革前相比，我
省在志愿填报环节也有了显
著变化。 考生填报志愿时，将
实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模式。
借本次“演练”，考生可以充分
了解新高考填报志愿的环节

和流程，了解有关招生政策和
要求， 根据高校选考科目要
求，自己的成绩、兴趣爱好等，
拟定志愿，为正式填报志愿做
准备。 教育部门也将通过考
试， 为后阶段模拟划定分数
线、模拟填报志愿、模拟投档
录取提供重要依据。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林心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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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从多起疫情看防疫风险点
防控“链条”断在哪里？

河北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十例， 吉林出现“1人传102人”……
2020年12月以来，河北、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相继发生聚集性新
冠肺炎疫情，令人揪心，也给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从公开发布的信
息梳理发现，疫情防控存在一些漏洞或风险点，值得认真反思。

———红白喜事密集登场，为病毒快速传播提供温床。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一名61岁妇女确诊前

的行程轨迹显示，她曾骑电动车赴新乐市农村姐姐家探亲，曾乘坐
本村包用车辆到附近饭店参加婚礼。 还有多名来自其他村庄的确
诊病例，都有前往小果庄村参加活动或赶集的相同轨迹。

———从“1传10”到“1传102”，超级传播频频出现。
据1月17日通报， 吉林省本次疫情为黑龙江省望奎县无症状感

染者输入吉林省后引发本地传播。其中，输入病例林某近期多次往返
于黑吉两省，活动范围较广，接触人员多，曾多次开展针对中老年人
的营销活动，已形成“1传102”的超级传播。

———无症状在“三聚”，有症状不就医。
无症状感染者多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 但出现症状后有人也

未及时就医。大连确诊病例金某自述，其2020年12月15日出现发
热等症状并自行服药。 在河北确诊病例中也有多人在出现症状后
自行服药，没有及时就医。

———发烧看病未上报，买退烧药未登记。
石家庄市藁城区刘家佐村一名52岁男性患者曾于2020年12

月27日到藁城区小果庄村某诊所就诊，29至30日再次到同一诊所
就诊， 但1月2日因到新乐市人民医院就诊才发现当日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

有的药店对购买退烧药的顾客未进行实名登记，也错过了“早
发现”的时机。

在近日的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代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通报近期
全国聚集性疫情情况时说，从近期聚集性疫情处置情况看，暴露
了一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突出问题， 包括公共场所常态化防
控有所松懈、疫情应急指挥体系不能及时高效发挥作用、疫情应
急处置准备还不到位、农村疫情防控力量薄弱。

近期几起疫情均由境外输入导致。 一些地方在防控过程中出
现松懈麻痹和消极对付现象，应急指挥体系没能快速激活。马晓伟
通报强调，要健全常态化向应急及时转换的指挥体系，切实做好各
项应急处置准备，提高应急处置科学性精准性，加强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工作。

漏洞和风险点多，也与部分群众疫情防控意识不足密切相关。
为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根据各地
疫情变化，动态调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确保健康科普知识信息科
学准确；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继续巩固新冠肺
炎预防措施，如常通风、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使用公筷等。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员王斌近日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呼吁， 继续加大对农村公众和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的宣传力度；提倡在节庆期间文明举办婚庆等活动，尽量少
摆席，避免人群聚集；春运期间要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行，尽量避
免去人员密集场所； 发生可疑症状之后不要慌， 一定要佩戴好口
罩，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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