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7日，2022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记者在
北京、广东、四川等地看到，尽管有疫情、地
震、高温、暴雨等因素影响，但在各地用心用
情、深入细致的服务保障下，千万考生从容应
考。

暖心送考

早上7点20分，辽宁丹东市第一中学高三
学生宋启志乘坐205路高考公交专线，20分钟
后直达考场。“感谢高考期间为考生开通的公
交专线，解决了无私家车考生家庭的送考担
忧。”宋启志说。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丹东市内开通了 4 条高考公交专
线，考生免费乘车，并投放一定数量运营车
辆，通过固定车辆、固定考生等方式服务不具
备私家车接送条件的考生。

高考前一周，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宝兴县
相继发生地震。受此影响，宝兴县436名考生
4日转移到天全县。

天全县第二初级中学为转移考生们准备了
全新的床上用品和洗漱用品。寝室每个床位的
枕头上都放着一张温馨提示卡片，上面写着：
“‘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一朝成飞鸿’，在
这个重要时刻，我们的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会像家人一样给予你们热情的帮助和
温暖的关怀……高考已至，愿你旗开得胜，金
榜题名！”

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前，街
道志愿者提醒经过的车辆放缓速度，随时给忘
戴口罩的考生递上口罩。家长们都穿上了印有

“必胜”“加油”等字样的红色衣服。一位穿着
红色旗袍的考生妈妈说：“来给孩子打打气，
他正常发挥就好。”

辽宁本溪市高级中学高三（20）班的班主
任邢瀚文也一大早就守候在考点迎接学生，并
与他们一一击掌。“希望孩子们都能一往无
前、得偿所愿，迎接更美好的未来。”邢瀚文
说。

安心应考

在北京朝阳区一个位于酒店的封控区考
点，考生的生活区、考试区被安排在相邻的两
个房间。在生活区，牙膏、牙刷、毛巾等生活
物资以及一些防疫物资一应俱全。

“为了给考生营造熟悉的环境，我们特意
把学校的桌椅运到酒店给考生使用。”北京市
日坛中学教务主任秦连志说。

据了解，北京按照常规考点、封管控考
点、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
的考场几类情况进行安排，同时大幅增设了备
用考场、备用考点等，并按照常规考试人员的
1至2倍足量安排考试工作人员。

北京在地坛医院、小汤山医院设置了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考场；在集中医学观察地
点也设置了考场，实行单人单场考试，考后试
卷、答题卡经消毒后密封送交。

在丹东市元宝区各考点，每个楼层设立了
爱心服务站，摆放“爱心防疫包”，配备防护
服、口罩、护目镜、防护手套等防疫物资约
6000 件，洗手液、消毒液等消毒用品约 600
件，并贴心为考生提前打印准考证。

四川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各地教
育考试机构同当地网信、公安、经信等部门集
中开展“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

“打击手机作弊”“打击替考作弊”以及“净化
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多个
专项行动，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爱心护考

早上7点半，距开考还有一个半小时，乌
鲁木齐市第八中学考点外，护考交警、民警已
就位，提前为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一辆警车风驰电掣，停在八中考点入口。
一名考生从警车上下来，急匆匆步入考点。驾
驶警车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勤大队
一中队民警艾日夏提·阿不利肯木说，刚才他
在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考点执勤，遇到这名
考生走错考点，“我 8 点 15 分接到这一信息，
考生五六分钟后上车，所幸距离不远，五分钟
左右就到了八中。”

高考期间，山西各地派出足够警力加强考
点及周边道路交通疏导，及时妥善处理涉及考
试的报警求助；增派警力强化对易堵路段指挥
疏导，全力保障运送考生车辆；结合城市疫情
防控形势和考生需求，开辟绿色通道，保障接
送考生车辆优先通行。

为考生特别是残疾等困难考生提供便利，
是高考组织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广东针对有
特殊需要的考生给予特殊服务，为弱视的考生
提供大号字试卷并延长考试时间；为2位突发
疾病的考生安排了专门考场，同时医务人员和
救护车在门口守候，随时提供必要服务。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高考期间，南方
大部多降雨天气。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重点关注
高考期间有暴雨红色预警的区域，与公安、交
通等部门提前部署，做好防涝防汛等工作，确
保考生按时到达考场。（记者 郑天虹 王
莹 赵婉微 吴晓颖 李紫薇 赵戈 杨湛
菲）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用“心”为梦想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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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赞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前首
相、执政党最大派阀领导人安倍晋三5日
在一个论坛活动上再次就台湾问题大放厥
词，重提“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声称
要与台湾及“有志”国家加强关系，使中
国大陆“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分析人士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积极反华的倾
向日益明显，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华
政策的主要帮凶。日本紧随美国反华，有
借此谋求军事松绑和重塑自身亚洲地位等
私心。此种做法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中
日关系健康发展，必会让日本自身付出代
价。

随美反华

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韩国和日
本并出席多边活动，以推进“印太战
略”，拉拢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共同遏制
中国。日本在此期间配合美国表现最为积
极，不仅和美国一道对东海、南海、涉
港、涉疆、台海局势等涉华议题指手画
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在联合记者会上
直接点名中国，声称日本将与美国合作促
使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履行责任”。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中国遏制打压力

度不断加大，日本对华政策也明显转向对
抗。

在政治和安全上，日本积极参加美国
“印太战略”的核心框架——美日印澳
“四边机制”，推动其固定化，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主办该机制峰会。日本不断与美国
盟友勾连，穿针引线为美国加强同盟体
系，并极力推动地区外美国盟友把注意力
转向亚太。对其他国家，日本积极兜售所
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并插手南海问
题，向相关国家提供军事装备，离间它们
与中国的关系。日本还和美西方一道频繁
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为“台独”势力、乱
港分子打气撑腰，操弄新疆“人权”问
题。

在经济上，日本追随美国，以“国家
安全”名义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推进对华
经济“脱钩”，出资2200亿日元资助日企
把在华生产迁回国内。日本还积极与美国
进行供应链合作，参加美国主导的旨在排
除中国的地区经济框架，包括“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和“印太经济框架”。

包藏祸心

尽管日本对美国极力配合，但美国对
这个重要而又“表现良好”的盟友并不尊
重。

美国对日态度在不少外交细节上可见

一斑。2019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夫妇访美期间在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夫妇合影时被挤出红地毯。拜登在访日
时与特朗普一样，专机均不抵达日方机
场，而是降落“自家领地”美军驻日基
地。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直言，日美
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极力讨好美国并
紧随其反华，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野心。日
本执政的自民党一直希望突破二战后和平
宪法的限制，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为此，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以此
为由发展军力，并借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之
机，通过当美国帮凶换取美国对其军事松
绑的认可。

同时，日本战后曾长期在经济上领先
亚洲其他国家，但近年来日本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的地位被中国取代，日本难以理性
接受中国的发展壮大，对华日益敌视。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
日本正在成为“中等国家”，不少日本政
客和国民无法正视现实，希望日本与美国
联合，通过加强政治和军事实力来弥补经
济势力的衰落，从而与中国对峙。

损人损己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发展使亚
太地区获益，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只会

造成对抗和分裂。日本为虎作伥，损害的
是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地区各国的利益。

孙崎享认为，目前美国意图在东亚制
造紧张局势，这绝对无助于地区稳定，而
且日本屈从美国利益采取的行动经常有损
自身利益。

日本利美损己的事例已不胜枚举：大
量美军基地在日本犹如“国中之国”，犯
罪、事故、噪声、环境污染、破坏防疫等
一系列问题让日本民众苦不堪言。美国鼓
动日本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让不少
日本公司损失惨重。为讨好美国，日本在
贸易谈判中对美让步，开放本国农产品市
场，但并未换得美对日汽车零部件输美的
关税减让。日本在俄乌冲突中紧随美国制
裁俄罗斯遭到反制，和平条约谈判被停
止，日方解决日俄领土问题的希望落空。

分析人士指出，中日之间经济、人文
交往密切，中国长期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
伴地位，日本从中国市场收获颇丰。如果
日本继续追随美国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
远，必将影响中日经济合作，令日本经济
受损。

纐缬厚说，日本政府一直采取从属于
美国的立场很不体面。日本只有成为自立
的和平国家，才能获得信赖和尊重，才能
推进与中国的历史和解，进一步加强两国
经济合作，从而为亚太地区稳定作出贡
献。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紧随美国反华 日本暗藏祸心

2022年高考于7日拉开帷幕。印刻
时代记忆、承载个人体验的高考作文题依
然备受瞩目。

7日上午举行的高考语文考试共有7
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共命制全
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I卷、新高考
II卷4套，北京、天津、浙江自主命题3
套。

从今年的作文题中，能读出哪些考查
重点与教育风向？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
解读。

有哪些命题关键词？

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围绕时代奋
斗、生活哲思、文化经典展开。

高考作文题多次直面时代重大事件。
今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100周年等主题进入命题视野。

全国乙卷结合“北京：双奥之城”的
材料，要求以“跨越，再跨越”为主题写
一篇文章，体现感受与思考；新高考II卷
的作文题，要求结合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
人物典型，以“选择·创造·未来”为题
作文；浙江卷则关注创新驱动对未来发展
的启示。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全国乙卷
作文围绕“双奥之城”组织信息，以表格
和数据的形式，直观呈现我国综合国力的
跨越式发展，激发爱国热情，引导学生体
会冬奥精神的深刻内涵。

专家认为，近几年作文考题的一大趋
势，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与现实生活，且
结合得越来越巧妙。学生关注国家与时代
发展的动态，就会有更多发挥空间。

有的作文题目更强调结合个人体验书
写对生活的感悟。比如，天津卷的“寻常
烟火，就是最美的风景”，全国新高考Ⅰ
卷着眼围棋中“本手、妙手、俗手”的启
示意义等。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材料强调
“本手”的“合乎棋理”和“功夫扎实”
“理解深刻”，意在启示一线师生，基础不
是知识的简单记忆，不是技能的机械训
练，而是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掌握融通，
阐明目标远大和磨砺功夫、基础扎实和创
新创造的辩证关系，引导学生遵循认知与
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守正而后创新。

此外，对经典与传统的重视也充分体
现在高考作文中。全国甲卷以《红楼梦》
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为材料，请学生
结合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北京卷
的“学习今说”，也从古人的“学不可以
已”谈起，思考现在对学习的理解与古人
的异同之处。

侧重考查哪些能力？

如何具备家国视野与时代精神，已成
为青年一代的必答题。

“共青团成立百年是今年的热点话
题，这种出题思路对高中生关注时事能起
到引导作用。”辽宁省特级教师赵志彦
说，作文题目强调青年人的使命和担当，
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奋斗精神，
这也一直是平时学校教育、语文教学等关
注的重点。

逻辑思辨与表达能力依然是考查重
点，且难度有所提高。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部分题目在设
置上难度有所提高，对学生综合联想、材
料理解和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曾一鸣说，
近几年，作文题的哲理意蕴加深，更加强
调对学生语文素养、综合表达等能力的考
查。

辽宁省本溪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夏
冬梅说，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
程，应着力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语言文
字的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将培育核心素
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同时，对人文知识的考查，也进一步
从熟悉背诵向灵活运用转变。

曾一鸣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查经典
与文化，比如《红楼梦》这个题目，如果
对古典文化知识掌握得比较好，就会更充
分理解和分析材料，表达得更到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说，全
国新高考II卷作文题中，“科技发展、文

化传承、创新精神”是材料隐含的关键
词。自命题作文能考查出学生的思想深
度，更为作文素养好、阅读底蕴厚、思辨
能力强的学生提供多元的思维空间，凸显
语文学科的育人价值，真正考查学生的必
备知识和关键能力。

透露语文教育哪些趋势？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说，梳理近
6年的课标卷作文题目不难发现，家国情
怀、时代精神、生活哲理、文化传承等主
题反复出现，“这些均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必须具备的思想基础”。

——学会书写时代与国家主题。
引导学生更加关心时政是近年来的命

题趋势。高考作文如同社会微缩景观，映
照出鲜明的时代图景。

如近年来的北京卷作文题，更加强调
青年与时代家国的联系。从“我与民族英
雄过一天”“共和国，我为你拍照”到

“新时代新青年”“论生逢其时”……这一
趋势旨在引导学生更多从“小我”的世界
中走出，扩展家国视野、思考时代命题。

——懂得传统与现代融合。
不难看出，作文题也更加重视对传统

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从取材古代文化典籍
到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骘，从“文明的韧
性”到“中国味”，这些题目要求学生深

化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领悟，而非停留
于浅层论述。

同时，彰显国家科技发展、时代风貌
的主题更多走入高考作文，如“虚拟与现
实”“科学与强国”等。

专家表示，这要求学生既要品经典、
咀英华，又要保持开放性，于感悟中传承
与弘扬。

——具备一定思辨能力。
近年来高考作文中思辨与说理的比重

在增加。如“幸存者偏差”“物各有性”
“得与失”等题目，都在强调哲学思辨与
多维视角。2020年的11道作文题中，至
少有4道与思辨有关。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一方面，材料作文在命题上逐年成
熟；另一方面，给定材料的范围在不断扩
展，为学生进行思辨和表达提供了更充分
的空间。学生应在平时学习中培养开放性
思维，独立思考，建立观点，敢于质疑。

——拥有丰富真挚的情感。
多次参与高考阅卷的王大绩认为，写

作考查作文，更考查做人。能够打动阅卷
人的往往是能写好熟悉生活，表达真情实
感的作文。“一篇作文要想获得阅读者的
青睐，总要让人获得一点儿知识、思想、
启发、愉悦、美感……”王大绩说。（记
者 舒静 胡浩 宋佳 王莹 郑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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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作文题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6月7日，考生在贵阳市乌当中学考点和送考老师互动。当日，2022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