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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坎帕拉 6 月 16 日电(记者白

洁、张改萍)应乌干达政府邀请，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 13 日至 16 日对乌干达进行
正式友好访问，分别会见总统穆塞韦尼、
议长卡达加、副总统塞坎迪，并同鲁贡达
总理举行会谈。

会见穆塞韦尼时，汪洋转达了习近
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习
主席和总统阁下多次会面并互致信函，
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欢迎
总统阁下出席今年 9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我作为中国全国政协主
席首访乌干达，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的
重要共识，促进中乌关系深入发展。汪洋
表示，当前，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两个一
百年”目标不懈奋斗。乌方正致力于实现
“2040 年远景规划”。中乌应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
框架下展开全面合作。中非是休戚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
体。中方坚定支持包括乌在内的非洲各
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穆塞韦尼请汪洋转达对习主席的亲
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乌中传统友
谊深厚。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乌反殖民
和民族独立进程中始终同乌人民坚定地
站在一起。习主席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
划”，为乌实现国家转型和中长期发展提
供了新机遇。我对乌中合作十分满意，期
待同习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共同规划非中
关系美好未来。会见后，汪洋与穆塞韦尼
共同为中交建公司承建的乌干达首条国
家高速公路通车剪彩。

同鲁贡达会谈时，汪洋表示，作为好
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高兴地看到
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非凡成就，是当之
无愧的“非洲明珠”。中乌高层交往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中方乐见乌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中乌各领域务实合作势头强劲，在投
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亮点不断。下一
步双方应深化在机场、公路、工业园区建
设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引领两国关系
向更宽领域和更高水平发展。

鲁贡达表示，乌中关系友好强劲。乌
在同中方合作中获益良多，愿继续借鉴
中国发展经验，加快经济转型和社会发
展。

会见卡达加和塞坎迪时，汪洋表示，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乌议会建立长期联
系，密切参政议政经验交流，鼓励双方民
间和地方开展友好往来，增进两国人民
友谊。对方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国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赞赏中国
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无私帮助，愿同中国
全国政协加强交流，不断巩固乌中友谊

的民意基础。汪洋还同乌“抵运”总书记卢蒙巴就加强在减贫领域
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访问期间，汪洋看望慰问了中国援乌医疗队，参观辽沈工业园
和乌国家通信骨干网运行维护中心合作项目，并出席第二届乌干
达龙舟赛开幕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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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记者赵琬微、周畅、吴振东)下
周各省将陆续发布高考成绩。在戒备森严的高考评卷点，评卷
员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在短短十几天内，如何迅速、准确
地完成评卷工作？作文等主观题打分如何统一标准？

网上评卷只见题不见卷子

在安徽大学评卷点内，评卷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
幕，室内没有说话声，只能听到敲击键盘的声音。阅卷机房正
前方的墙上有“严肃认真、高度负责、公平公正”十二个大字。
每层楼都安放有存包柜，评卷教师除必备的用具外，其他物品
包括手机、包等不得带入评卷现场；评卷机房均安装视频监控
并放置手机屏蔽仪等设备。

近年来，教育部陆续制定一系列网上评卷规范和标准，从
细节上加强评卷环节的质量控制。所谓网上评卷，是将纸介质
答卷扫描生成图像，将答卷按设计的条块分割成若干部分。选
择题部分由计算机自动给分，非选择题部分由评卷员在电脑
上给分。

高考评卷专家张彬福说，每个评卷员只判自己负责的题
目，根本看不到整张卷子。为了保证打分标准前后一致，会不
定时向评卷员发放“测试卷”——— 可能是自己曾经判过的卷
子，或者是样卷，让评卷员再判一遍看打分一致性如何。如果
差距较大，电脑将提醒监控人员监督相关评卷员。

网上阅卷不仅避免了过去纸质阅卷操作的繁琐，而且每
一题均由两位教师分别评阅，可以减少不同人打分的误差。
同时可以对评卷过程进行全程记录，进一步保证了打分的公
平性。

数学题结果“算错了”可得分

在清华大学评卷中心，近三百名老师正在参加北京高
考数学科目的评卷工作，其中 60% 来自清华大学，40% 来
自北京各区的教研员与中学老师。据介绍，今年数学卷除了
选择题 40 分外，其余的 110 分都要由人工进行评阅。

“许多家长和考生十分关心‘过程写对，但结果算错是
否得分’的问题。”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专家说，这种情况不
仅能得分，而且丢分不多，能得到大部分分数。相反，如果解
题没有过程，只有答案对了，并不能得到全部分数。

评卷组专家表示，解答题并不侧重于考察学生的计算
能力，而是注重考察解题时用到的方法和思路。如果只有一
个结果，阅卷老师看不到考生思考的过程，不能判断他是否
真的掌握了这个内容。

专家认为，鼓励学生“多想少算”，这与新高考改革的方
向是一致的。同时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的数学概念、数学思
想是否掌握、是否会灵活运用。今后靠“刷题”备考，没有真
正理解内在规律的考生将越来越难以得到高分。

今年，全国多个试卷的高考数学命题贯彻高考内容改
革的要求，严格依据考试大纲，聚焦学科主干内容，突出关
键能力的考查，强调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能力，重视数学应
用，关注创新意识，渗透数学文化。

语文主观题的“客观评价”

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化，考生可供发挥的空间增大，越

来越多主观题没有标准答案。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作文
等主观性较强的题目，采取试评抽查样卷等方式，细化评
价标准。

在北京大学高考评卷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宋
亚云说，随着语文教学突出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试卷中
看到一些同学引经据典，有的能写出不少古诗文，答案的
“丰富多彩”给评卷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为了评阅好主观题，试评抽查样卷量比往年多 10%-
20%，打分标准更加细化。”北京大学语文卷评卷专家说，试
评的目的是找到评卷的“尺子”，帮助阅卷人员掌握评卷细
则，统一评卷标准。

“文通字顺、内容深刻、结构严谨，同时结合自己的
感悟体验对现实有很好的观察。这样的文章会获得我们的
一致认可。”宋亚云说，今年北京命题作文《新时代新青
年——— 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中，涌现了许多令人眼前一
亮的文章。

上海秋季高考语文评卷中心组相关人员介绍，高考作
文评卷难度大，评卷员从大量教师中遴选出来，经过多轮
培训和考察后持有“上岗证”，淘汰率近 50% 。这些教
师构成了上海高考作文评卷工作的“专家库”。今年上海
还增加了主观性试题的评阅教师数量，对开放性试题充分
论证。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王群京介绍，安徽大
学连续 15 年承担高考语文科目主观题网上评卷任务。多年
来学校不断完善评卷质量监控体系，扩大抽查、复查范围，
对不符合评分细则的判分及时更正、反复检查，全方位确保
评卷质量。

网上阅卷只见题不见卷，每题分别两人评
全国高考开展网上评卷 全方位确保打分公平

新华社长沙 6 月 16 日电(记者史卫燕)6 月 11 日，新华
社播发《(新华视点)3 万亩“私家湖泊”为何如此任性？》，披露
了一起私建矮围破坏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恶劣事件。报道发出
后，舆论高度关注。

记者从湖南省沅江市(县级市)获悉，沅江市 15 日已拆除
下塞湖矮围位于沅江境内所剩的 7200 米围堤；依法全部拆除
矮围区域湖洲上的 4 处建筑物。

沅江市副市长王志强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在此次拆除行
动中，沅江共组织干部和施工人员近 3000 人次，耗资 966 万
元，累计投入推土机 1113 台次、挖掘机 49 台次、吊车 20 台次
及其他施工设备，完成土方量 1089876 立方米。拆除 3 个湖洲
芦苇管理站屋及 1 处附属建筑物共 2800 平方米、转运建筑垃
圾 3700 吨，转运生产工具及其他物品 240 车。

同时，修筑矮围的当事人夏某某因涉嫌骗取贷款，于 6 月
3 日被沅江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夏某某签订的原湖洲
承包合同也将彻底解除。

记者 15 日在沅江市矮围拆除现场看到，数十台挖掘机在

烈日下同时作业。记者之前在当地采访时看到的高高垒砌
的矮围，如今已被削低不少，沿途的建筑物也不见踪迹。

根据整改要求，矮围拆除后要与原有湖洲地面高程保
持一致，目前的整改是否到位仍需要相关权威部门认定。

“原来矮围存在时，到冬天里面的鱼被私人捕捞一空，
候鸟都分不到一杯羹，不往这里来。希望矮围拆除后，湿地
生态能尽快全面恢复！”洞庭湖环保志愿者李剑志说。

当地的老百姓找到记者，一方面表示拆除霸占洞庭湖
17 年的矮围，大快人心；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在相关法律
和生态保护允许的范围内，渔民今后可以合理、公平地捕鱼。

“沅江市是湖南防汛重点区域，也是洞庭湖生态环境保
卫战的重要战场。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巩固和深化整改成
效，实现我们制定的彻底拆除矮围、恢复湖洲原貌、修复湿
地生态、确保河道畅通总目标。”沅江市市长杨智勇表示。

这个巨型矮围横跨益阳、岳阳两市的沅江、湘阴、汨罗
三县。记者坐船沿堤而行，发现除沅江市外，其他两县的拆
除工作也正在进行，要全面完成整改任务尚需时日。

洞庭湖 3 万亩“私家湖泊”被整改
当当地地拆拆除除矮矮围围 77220000 米米 当当事事人人被被刑刑拘拘合合同同将将解解除除

▲ 6 月 15 日，数台大型机械在矮围节制闸口作业。 新华社记者史卫燕摄

▲为加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检查，福建省龙海市把
移风易俗工作与端午节庆联系起来，结合本地特色、地域文化、风
俗习惯等元素，多主体、多样化、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组织
相关部门在端午节期间开展联合督查，重点督查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情况以及是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赌博和带彩娱乐等移风
易俗工作情况以及严防严查“四风”问题。图为督查组在龙海市九
湖镇田墘村检查。 （兰丽端）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
不迁，生南国兮……”端午节临
近，秭归县屈原小学的孩子们在
乐平里屈原庙前吟诵经典诗歌，
缅怀屈原，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几乎同时，西陵区桃花岭
小学一年级学生宋沛茜正在认
真学习清代诗人袁枚的小诗

《苔》。“‘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这就是说，即使渺小如苔
花，也可以同样精彩。”宋沛茜
说，稚气的声音中透出一种熟
读诗书的自信。

地处长江三峡的起点，古
称夷陵的宜昌与诗歌有着不解
渊源。两千多年前，伟大爱国诗
人屈原在宜昌秭归诞生，并由
此发源出一条浪漫主义的诗歌
长河。历代文人骚客钟情于此，
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苏
轼、王安石、陆游、文天祥、郭沫
若等名家，先后写下不少吟诵
三峡和宜昌的华美篇章。

14 日晚，由文化和旅游
部 、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8“中国端午·诗意宜昌”端午诗会在宜昌剧院开幕。

钟声悠扬、古琴低沉。诗会上，受邀而来的瞿弦和、徐
涛等朗诵艺术家，用饱含深情的朗诵，为观众奉献一场诗
歌盛宴。

城因诗而闻名，诗也因城而兴盛。在宜昌，诗歌不是
少数人的专利，早就融入群众的生活。

2014 年，中国诗歌学会专门授予宜昌“中国诗歌之
城”称号。目前，宜昌有近 2 万名群众坚持诗歌创作，诗歌
研究和创作团队不计其数。他们定期相聚，开展诗词培
训、采风创作。

有“中国第一农民诗社”之称的“骚坛诗社”，成员中
不少都是农民，他们白天拿着锄头耕作，晚上握笔书写春
秋，坚持诗歌草根属性，致力于让诗歌深入民间。

近年来，在宜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宜昌每年
举办大型诗歌活动 80 多场，参与诗歌活动的群众超过
10 万人。端午节期间，诗歌创作和朗诵艺术大赛、“诗意
校园”评选、万人吟诗等活动精彩纷呈。

宜昌的山水孕育了灿烂的诗歌文化，诗歌又反过来润
泽着宜昌这座城市。诗歌已经成为宜昌人最诗意的信仰、
最滋养的精神来源。

(记者李思远、王自宸)新华社武汉 6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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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刘伟、张周来、胡佳丽)位于广西东部
的梧州市拥有大小河(溪)流 2000 多条，过去由于相对偏远、
投入不足，处于路网末梢的不少村屯桥梁长期“缺位”，群众运
输要绕道，过河靠摆渡，有时还要冒险涉水。梧州市从 2017 年
开始实施“第一公里·桥”惠民工程，一年建桥 320 座，极大改
善了农村群众的出行条件，受到广泛称赞。

群众期盼建桥解决出行难

在梧州市万秀区夏郢镇泗马村，原建于 20世纪 70 年代
横跨思良江的人行便桥，在多年前被洪水冲垮后一直未能重
建，长期以来村民只能涉水过河，开车到对岸要绕道花费 1 个
多小时。

如今思良江上新的上河坡桥已经建成，桥面宽阔平坦，附
近村民再也不用经受绕道、涉水之苦。夏郢镇交通站站长卢国
权告诉记者，全镇总共计划修建 21 座桥梁，已全部提前完工，
6 万多村民直接受益。

龙圩区大坡镇新龙村群众早年自发筹资修建的富元桥，
前几年被洪水冲毁，村民只能靠简易木桥通行。眼下，一座投
资 200 多万元的新桥正在紧张施工中，不久将建成投入使用。

龙圩区委书记宋彤宇介绍，龙圩区共有 46 座桥列入建设
计划，去年已建成 23 座。“余下部分 2019 年要全部建成，尽快
解决群众的出行难题。”

东安江从苍梧县木双镇西中村穿流而过，骄阳下，江边一
处桥梁施工现场机器隆隆作响。附近村民经常跑来看看，盼望
着跨江桥早日落成。

西中村两岸几千名群众过江长期靠摆渡，村民自家建房

只能“蚂蚁搬家”分批运送建材。“这是西中村历史上第一座
过江桥，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西中村村委会主任倪锦
敏说。

整合力量集中攻坚

一些干部告诉记者，过去项目、资金分散，交通、扶
贫等项目难以覆盖，村里“一事一议”短时间内也难以解
决大问题，农村不少村屯还有大量路桥空白。

梧州市专门成立了“第一公里·桥”惠民工程办公室，
整合资源、集中推进这项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李广平告诉
记者，全市面向全部 861 个行政村进行了建桥实际需求的
问卷调查，并组织现场核实。结果显示，除了已有项目安排

或者在建部分，全市还有大约 1100 座桥梁应建待建。
梧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韦坚介绍，交通部门抽调技术

人员组成专家组，尝试就项目设计、论证等工作集体决策，
不拿一分钱、共同把住质量关。岑溪市在一定支出额度以内
采用简易流程缩短采购时间。长洲区则采用一体化工程总
承包模式，一次性公开招投标选取设计、施工单位，节约了
大量时间。

李广平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市已筹集建设资金 9500多
万元，其中群众自筹、社会支持和企业帮扶资金 900多万元。

“惠民桥”建到了群众心坎上

2017 年，梧州市共完成新建改造农村桥梁 320 座，远
超年初 163 座的计划任务，200 多个村屯 100 多万人口因
此受益，当地群众纷纷为这一惠民举措点赞。

西中村过江桥开工当天，群众特意请来狮队舞狮庆祝，
村里还发动捐款 40 多万元。新龙村自发筹集 4 万多元，支
持完善桥头河堤等配套建设。在不少村屯，但凡修桥要占田
占地，涉及的农户纷纷主动让地。

“建这些桥群众特别欢迎支持，因为这项工作确实做到
群众心坎上了，”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黄振饶说，“想想群
众出门要涉水，过河要摆渡，开车要绕路，该有多烦心！”

按计划，到 2020 年梧州市要完成全部约 1100 座农村
桥梁的修建改造。梧州市委书记全桂寿表示，修好了桥还要
连上道路，今年梧州市进一步将原有工程升级为“第一公
里·路桥”惠民工程，继续统筹解决好农村群众出行的“第一
公里”难题。

梧州：“第一公里”惠民桥畅通出行路

位于广西东部的梧州市拥有大小河(溪)

流 2000 多条，过去由于相对偏远、投入不足，

处于路网末梢的不少村屯桥梁长期“缺位”，群

众运输要绕道，过河靠摆渡，有时还要冒险涉

水。梧州市从 2017 年开始实施“第一公里·桥”

惠民工程，一年建桥 320 座，极大改善了农村

群众的出行条件

打一场“扬长补短”全面振兴攻坚战

（上接 1 版）

补齐短板，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位于辽西北的北票市，曾因煤而兴，一度因采矿挖煤而山秃
水干。而记者最近实地采访时看到，一度断流的东官河再现表面
径流，顺流而上至大黑山风景区，车行道、木栈道穿林绕山而上。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地区处副处长刘效松说，五大区域发展战
略各有侧重，其中突破辽西北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发挥生态屏障
作用。

与辽西北地区一样，县域经济是辽宁的经济短板、发展难点，
但也恰恰是百姓感知最强、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点。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农经处副处长袁军说，省里抓县域经济的
力度是空前的，集中调研、全力推动、定期调度。一方面以问题为导
向，出台一系列政策，对标抓改革发展；另一方面，让县(市)主要领
导同志走出去学习先进，为“一线指挥员”开眼界、换脑子、找思路。

目前，辽宁省已经启动了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由过去的“乡财
县管”逐步改为县乡“分灶吃饭”。同时，产业、投资、财政、教育、养
老等各方面的配套政策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通过调研学习，我们发现南方的乡镇、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敢于创新突破，非常有活力，有一种自下而上
的动能供应，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学习的。”袁军说。

统筹谋划，重在落实。
采访中，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的相关负责人还在忙着调度项

目。“辽宁省今年开展了‘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李纯
武说，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均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组织机
构、时间表、路线图。“省政府督查室每月都会按照节点进行督导，
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