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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

考生加分 学校须公示到其所在班级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2023年普通高
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
  根据同步发布的《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全国统考于6月7日开始举
行，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6月7日9∶00至11∶30语
文；15∶00至17∶00数学；6月8日9∶00至11∶30文科综合/理
科综合；15∶00至17∶00外语。有外语听力测试内容的应
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
  全国统考科目中的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法
语、德语、西班牙语等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中一
个语种参加考试。
  各省（区、市）录取工作应于7月上旬开始，8月
底之前结束。其中本科第一批次或本科普通批次录取
原则上应在7月15日之前开始，7月底之前结束。
  《规定》明确，退役军人、烈士子女等人员享加
分、优先录取等优待。
  烈士子女，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

（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边
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
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含台湾
户籍）考生可享受加分优待。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只
取其中最大的一项分值且不得超过20分。自主就业的
退役士兵可加分值不得超过10分。
  凡符合以上有关情形和有关省（区、市）自行增
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的考生须经本人申报、有关部门
审核、省地校三级网上公示后方能认可，学校还须按
规定公示到考生所在班级，未经公示的考生及其加分
项目、分值不得计入投档成绩并使用。
  另外，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
奖励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牺
牲军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
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
累计满20年军人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
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年军人的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1年或达到飞行最

高年限空勤军人的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军人的
子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15年军人的子
女，参加全国统考录取并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求的，
应予以优先录取。
  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
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参加全国统考录取的，按照《公
安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
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执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参
加全国统考录取的，参照军人有关优待政策执行。退
出部队现役的考生、残疾人民警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
并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求的，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取。
  需要提醒的是，加分由各省根据本地投档录取办
法决定，具体分值各地可能不一致，但是大多数都是
满格加分。各省市2023年高考规定均已发布，可在当
地教育招生考试部门网站查询，详细了解加分优待内
容，符合条件的可提交申报，以免错过审核时间。

那么多先兆 哪怕有一个人重视
□本报评论员 薛静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在作出结束生命决定的那一
刻，胡同学在想什么。新闻发布会事无巨细的披露，
迅速平息了各方质疑，许多看客们带着满意的表情说
“这件事画上了句号”。而胡同学极力想寻找的平静，
似乎没多少人在意。一个隐秘的角落，安放着一个无
处可去的年轻人。生前不被人理解，死后所有的生活
细节却都被翻出来摆在众人眼前，被成千上万双眼睛
盯着评头论足。

  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假如时光倒流，不知道
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与胡同学聊聊天，认真听听他的
想法，谈谈现实与梦想，为他重新点亮人生的明灯。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成年人的思维衡量着尚未
成熟的意识，用成年人的麻木敲打着敏感的情绪，最
终，用成年人的强硬击碎了孩子脆弱的自尊。

  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在他与同学聊起那些
“生死”之时，在他与母亲哭诉不想学习之时，在他三番
五次流露出想轻生的意图之时……然而，这些情绪都被

无视了。可人生没有假如。人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就像
一座“桥”，将人与人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失去了沟通，
“桥”也就断裂了。人成为孤岛，于是慢慢滑向了消亡。

  青少年的“桥”，不该也不能是断裂的。青少年情绪
敏感而躁动，可同时，他们迎来了“寻找自我”的转型期，
性格逐渐独立，加上学业、社交、生活环境等带来的压
力，心理状态更容易出现波动。如果在这一阶段，青
少年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自我认知，很容易陷入迷茫，
产生消极想法。科学证明，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理状态
出现过激时，都是有先兆的。那些自责、无力、无助甚
至自我厌弃的情绪，其实都是青少年潜意识发出的“求
救信号”。此时的他们，特别需要别人主动搭起的
“桥”，在尊重的基础上及时干预引导，而非一味强压。
  胡同学走了。缅怀唏嘘的时候，希望更多家长和
学校意识到孩子们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为他们架起双
向沟通的“桥”。
  生而为人，学习很重要，但首先，要健康地活着。

  2月2日，江西省、市、县联合工作专
班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胡某宇事件调查情况。调查结果
显示，胡某宇系自缢身亡，尸体发现地系
原始第一现场，两段音频清晰表达了自杀
意愿。
          （本报今日09版）

  据《大众日报》消息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
2023年省重点项目名单。根据名单，2023年省重点项目
共1400个，总投资1.0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446亿元。
　　今年省重点项目包括三个方向：新旧动能转换优
选项目700个，主要是紧扣“十强”产业、绿色低碳、数字
经济等重点领域，突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降碳提质以
及新兴产业绿色赋能、数字化转型，推动一批“四新”投
资项目和支撑产业突破发展的重点骨干项目。
  “双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200个，主要是做好
省级重大招商签约活动、市县负责同志招商引资活动
成果落地，将各地已正式签约或签订投资意向的优质

项目纳入推进体系，项目以省外投资为主、确保2023
年开工落地。
  补短板项目500个，主要是聚焦生态环保、老旧
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粮食能源储备、社会民生
保障等，推进一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民生保障
能力、补齐短板弱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山东省将把省重点项目作为推进重大战略、落实
重大任务、实施重大规划的重要载体和工作抓手，持
续加大推进力度，全力强化要素保障，扎实做好调度
督导，推动省重点项目加快实施，确保完成全年投资
目标任务。

我省将在2023年推进1400个省重点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近日，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首次报告了“十三
五”科技部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国0至18岁
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查与应用”婴幼儿膳食
调查数据。
　　据介绍，此次调查研究分析了我国0至5月
龄婴儿母乳摄入量和6至23月龄婴幼儿辅食能
量和营养素摄入量，为推动我国母乳和辅食评
估技术创新与发展提供最新信息。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婴儿母乳摄入量方
面，2019年至2021年间我国0至5月龄纯母乳喂
养婴儿的母乳平均摄入量为800.1克/日，24小
时平均母乳喂养次数为8次。母乳摄入量随着
月龄的升高而增加，5月龄保持平稳。除个别
月龄外，不同地域和性别0至5月龄婴儿母乳摄
入量相近。
　　在辅食能量和营养素摄入量方面，2019年
至2021年间我国6至8月龄、9月至11月龄、12至
17月龄和18至23月龄婴幼儿每日辅食来源的能
量分别为156.1千卡、258.0千卡、388.7千卡和
581.1千卡。与世界卫生组织辅食营养素密度建
议值相比，此次调查研究内的6至23月龄婴幼
儿辅食蛋白质密度偏高，6至8月龄和9至11月
龄婴儿辅食铁密度和锌密度偏低。

中疾控健康所首次报告

婴幼儿膳食调查数据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1日了解到，为充分
发挥以工代赈中“赈”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新
形势下以工代赈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2014年颁布
实施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进行全面修订，日
前已正式颁布，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管理办法明确以工代赈“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市县乡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明晰以工代
赈政策实施范围、受益对象、建设领域和赈济模式，
强调向参与工程建设的群众发放劳务报酬、开展技能
培训等政策目标，进一步完善了以工代赈投资计划、

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监督检查等方面具体要求，并新
增了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和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等内容。
　　以工代赈政策自1984年启动实施以来，国家已累
计安排专项资金（含实物折资）1850余亿元，在带动
群众就业增收、激发内生动力、改善欠发达地区生产
生活条件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022年，
各地通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和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
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已带动超过500万名群众
实现就地务工，人均增收超过8000元。

新修订《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下月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