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责编/张文志 美编/温琪 校对/王妮

A7政策解读

教育部发文要求
科学合理布置暑假书面作业

新华社电 记者6月27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
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中小学暑期有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科学安排学生暑期
学习生活，科学合理布置暑假书面作业，严格控制暑假书面
作业总量，鼓励布置探究性和实践性作业。

通知指出，学校要指导学生制订学习巩固计划，并充分
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和地方平台优质课程资源，
做好复习和巩固，把知识学扎实。要引导教师针对学生学习
情况开展线上答疑，做好指导帮扶工作。

根据通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学
校积极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引导教师志愿参与服务，并坚持
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

通知要求，各地要积极筹划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利用暑
期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新学期开学教育和教育教学安排等
工作，确保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合
理确定秋季学期开学时间，严禁个别地区、个别学校利用暑
期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或提前开学。

两部门通知要求：立即改造
有严重安全隐患的燃气管道

新华社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27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科学有序开展城市燃气
管道、厂站和设施老化评估工作，并根据评估结果区分轻重
缓急，立即改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管道和设施。

《城市燃气管道老化评估工作指南》要求，按照“谁拥
有、谁负责”原则，燃气专业经营单位负责其拥有的市政管
道和燃气厂站、设施的老化评估工作。评估完成后按照现行
相关标准规范，确定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为“符合安全运行
要求”或“落实安全管控措施，可继续运行”的，要明确下次
评估时间。评估结果为“限期改造”的，要明确具体时间，具
体时间不大于3年，即不晚于2025年。

工作指南要求，组织开展评估要充分利用燃气管道和
设施的设计资料、竣工资料、运行维护记录、泄漏检测记录、
维修改造记录、隐患排查记录、检验检测记录等信息，相关
数据宜为3年内数据。

工作指南还要求，各地要加强评估结果真实性、准确性
管控，对违规出具失实报告的评估机构，依法追究责任。各
地要将评估重要信息纳入燃气监管系统，有条件的地方要
推进燃气监管系统与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深度融合，实现燃气管道和设施动态监管。

今年，31个本科新专业首次正式招生——

新专业体现出更融合、更智能

新专业“新”在哪？
记者梳理发现，31个新专业中，8个名称包含

“智慧”“智能”元素。例如，河海大学新增智慧水利
专业，山东大学新增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业。

南京林业大学智慧林业专业计划招收30名新
生。在该校林学院测树学实验室，副院长姜姜向记
者展示了一幅由树木“圆盘”组成的“壁画”。

“这是林学前辈1956年在皖南地区采集的杉
木树干解析标本。”姜姜告诉记者，“学院有120年
办学历史，我们也在思考未来发展方向。以森林资
源调查为例，以前要拿着尺子一棵棵测量树木的生
长数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测得准。近年来，我们尝
试运用无人机、激光雷达等装备，得到了更精准、全
面的数据。”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在本科专业设置调整工
作中，教育部支持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
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引导高校用好学科交叉融
合的“催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
科建设，增设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
业。

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环境中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是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中国矿业大
学教务部副部长石礼伟认为，新增的31个专业体
现了“高精尖缺”四个字，并且突出专业交叉融合。

重庆大学等4所高校今年首次招收碳储科学
与工程专业。重庆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副院长陈结
说：“这个专业的培养方案融合多学科的核心知识。
学生除了要学习流体力学、热工学、碳储地质学等
基础课，还将学习碳捕集、碳转化、碳金融等专业
课。”

国际经济发展合作专业，从属于经济学门类经
济与贸易类专业类。今年，全国仅有两所高校开设，
山东财经大学是其中之一。校长赵忠秀说：“新专业
的培养方案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国际关系
等学科。”

“推陈出新”为哪般？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增1961个专业点、
撤销804个专业点，共涉及2765个专业布点，占目
前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4.6%。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经统计，2012年
以来，教育部聚焦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
点，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支持全国高
校增设1.7万个本科专业点，占专业布点总数的
28%，撤销和停招了近1万个专业点。

“近年来，高等院校本科专业不断推陈出新，折
射国家、社会对关键产业与高层次人才的新需求和
新期待。”山东大学本科招办副主任徐延宝介绍，
2018年以来，该校新增了十余个专业，基本实现优
势专业、特色专业、新兴专业并行的本科专业布局。

据中国矿业大学介绍，该校建立专业动态优化
调整机制，5年来新增17个专业，并对个别专业暂
停招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突出就业导向，申报增设专业过程中明确要求高校
充分调研社会需求，以扎实的人才需求调研数据作
为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此次撤销804个专业布点，主要是一些不能
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就业率过低的专业。”这位负
责人说。

考生和家长应如何选择？
招生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对传统专业与新兴

专业应保持理性，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析判断。同
时，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大类招生”，学生进校后
还有“二次选择”的机会。

传统专业并不等同于“夕阳专业”。徐延宝认
为，传统专业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检验，在人才培养
方案、师资力量和实验室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社
会认可度也较高，并不是“冷门”。

新兴专业学科跨度大，对学生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赵忠秀认为，一些新专业呈现明显的学科交
叉特征，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综合素养，入学后需
要广泛涉猎各方面理论知识，更要掌握实践技能。

重庆大学今年开设的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将
安排在“工程与能源”大类进行招生，学生进入“工
程与能源”大类学习一年后，再分流到10多个专
业，给学生“二次选择”的机会。“未来我们还计划设
置相关专业的硕、博学位点，为学生深造提供更多
机会。”重庆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李正良说。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吴红建议，考生和家
长在考虑专业方向时，不宜跟风、盲从，更多从国家
需要和个人兴趣出发，“热门、冷门也好，新兴、传统
也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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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和家长进入
志愿填报时刻。今年，31个本科新专业首次正式
招生。新专业“新”在哪？“推陈出新”有哪些考虑？
考生和家长如何选择？听听招生专家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