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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警王挺与辅
警石祥勇救落
水男童

民警与热心市民
合力将落水男童
救上岸

酉阳警方供图

5月22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通过教育
部官网发布了《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
校的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
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设置标准（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经第
八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考
察评议，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
重庆中医药学院等7所学校，现予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至5月
26日。

获公示的7所学校中，教育部拟同意
新设重庆中医药学院，申报省份为重庆市，
办学性质为公办。

据学院官网介绍，重庆中医药学院其
前身为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创
办的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曾先后更名为四
川省重庆中医学校、重庆市中医学校。
2001年重庆市中医学校整体并入重庆医

科大学，组建了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2022年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意，教育

部批准，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重庆市
中医院、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整合组建重庆中医药学院。重庆
中医药学院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举办、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主管，以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
院为办学基础，充分整合重庆市中医院、重
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等
全市中医药教学科研优质资源而组建。

作为一所新设高校，重庆中医药学院
官网透露，到2025年全日制在校学生（含
研究生）达到6000人，到2030年全日制在
校学生（含研究生）达到10000人。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2020年曾刊文援
引重庆中医药学院负责人的说法表示，“重
庆是全国没有独立设置中医药学院（大学）
的七个省市之一，建设重庆中医药学院，是
社会各界多年的愿望”。 据澎湃新闻

教育部拟同意新设重庆中医药学院

“有小孩落水了，非常危险，你们快来救救他
……”5月21日，重庆市酉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求助称，鲤鱼桥附近有男童落
水。

为迅速救援落水男童，警方指派附近巡逻警
力前往现场。据在场群众回忆，当时酉阳刚下过
暴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男孩掉入河中很快就
被冲走了。赶到现场的辅警石祥、胡锦秋来不及
思考便跳进河水中。由于水流速度太快，两名辅
警经过几番尝试靠近男孩，均被水流冲开。

眼看男孩就要被冲到更加危险的下游，辅警石
祥、胡锦秋体力不支，赶来支援的特警王挺将救援
装备递给同事，纵身一跃，跳进水中向小孩游去。

河道里的水十分浑浊，水流阻力很大，为了
靠近小孩，河水几次灌入王挺口中。

“叔叔，救我……”当王挺游到小孩身边时，
小孩口中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别怕，有叔叔在，不怕!”王挺一边安慰小
孩，一边与辅警石祥合力将小孩往岸边拖。

令人揪心的是，河水过于湍急，他们有好几
次快要靠近河岸，又被水流冲走。随着时间推
移，王挺和石祥的体力渐渐下降，小孩也几近昏
迷，加之水流不断冲击，救援难度越来越大。

情急之下，王挺死死抓住小孩，与石祥两人
拼尽全力向岸边游去，在被冲行了700多米的距
离后，终于将小孩拖到岸边，两人抓住岸上警员
扔下的救生绳，最终在周围热心市民的帮助下，
小孩被成功救上岸。那一刻，岸上所有人都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

随后，民警将男孩送到酉阳县人民医院。截
至记者发稿时，男孩意识清醒，已无生命危险。

据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太惊险！
被冲行700余米
救下落水男童

又到中小学招生季
这些 要当心套路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3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
强调，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成

果，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健
全有序录取机制；不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试选拔学生，
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
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

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多所学校现场接
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信息；在广州，一些校外机构
组织小升初“秘考”，采取线上报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
399元……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学招生季临近，
一些个人和商家通过煽动焦虑情绪、虚构身份、捏造事
实等方式误导、欺骗家长和学生，牟取不法利益。

A有啥花招？
煽动放大“教育焦虑”需看清这几种“套路”

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布胡编乱造的“牛校”“渣校”排名，
误导公众。北京市东城区一所中学负责人告诉记者，“网上一
些广泛传播的学校排名榜中，有些存在高考成绩数据错误，
还有些连学校名字都是错的。”记者还发现，有的粉丝量较
高的房产中介公众号甚至将自己包装成所谓“升学专家”，
编造虚假的学校信息骗取用户高额咨询费。

记者发现，某博主发布“幼升小牛娃配置图”，分出所
谓“普娃”“牛娃”“超牛娃”三个档次。其中所谓“超牛娃”
据称是语文识字量超过1500字、拼音熟练、背诵、复述
300字故事，看图说话有情节有逻辑；数学会计算乘除
法，“奥精+”；英语能熟练对话、运动拍球跳绳熟练、“百
科知识”懂很多。“对幼儿阶段而言，这些要求显属超
前学习，严重违背孩子身心发展规律。”一位资
深小学老师提醒，家长切勿轻信一些教育培
训机构虚假宣传“浪费了钱还伤害孩子”。

甚至还有人通过捏造不实招生信
息吸引流量。不久前，北京市民郭某某
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西城区多
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
实信息。该行为干扰了相关学校正常
教学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郭某某被
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市教委近
期发布《关于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工作的意见》，强调了义务教
育阶段入学坚持免试就近原则，
严禁通过考试、接收简历等方
式选拔学生。

B目的是啥？
煽动放大“教育焦虑”
背后是巨大商业利益

煽动放大“教育焦虑”已
成为一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
爽的“生意经”。

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
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日前，“幼升
小offer”这一词条被顶上微博热
搜，引发热议。一名上海妈妈在网
络平台分享孩子成功通过四所学校
的面试拿下“大满贯”的信息。有网
友质疑：“这样‘鸡娃’真的合理吗？”

一位北京市重点中学资深教师告
诉记者，部分家庭在“拼娃”“比娃”情绪
支配下过早展开对教育资源不必要的竞
争，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焦虑感。

“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
益。记者了解到，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非
学科类培训良莠不齐仍是当前的突出问
题。煽动放大“教育焦虑”是违规培训开办者
的惯用伎俩。

“教育焦虑”已成为有力的带货工具。据
第三方机构数据，2022年抖音教育创作者整体
规模增幅超90%，粉丝数小于1万的普通创作者
不断涌现，并持续高速增长。多位行业从业者介
绍，此类账号长期运营，可收获部分稳定的粉丝群
体，进而最终转化为“带货”、流量提成等变现能
力。记者发现，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纷纷运营自
媒体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自
称“高考状元”“985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
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带货”绘本、玩具等。

C怎么解决？
强化网络主体监管 促进权威信息公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网络虚假
内容煽动家长、学生焦虑情绪，影响“双减”政策贯彻落实，有
关部门应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健全账号注
册、运营和关闭全流程全链条管理制度，加强账号名称信息审
核、专业资质认证、信息内容审核等常态化管理。“应当对发布教
育信息的主体设置一定的门槛。”

多位受访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
校的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关键信息，缓解升学
焦虑和攀比冲动。

北京教育学院心理教师林雅芳建议，家长应树立科学的家庭教
育观念，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多元的视角评价孩子，避免
“功利化、短视化”培养目标。

教育部《通知》强调，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持招生入学政
策相对稳定。大力推进“阳光招生”，在招生入学关键环节和关键时

间，主动就核心政策、群众关心的政策疑难点做好宣传释疑工作。建立
健全招生入学工作应急协调机制，对有停办风险的民办学校，要提前预

警并做好学生安置预案。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畅通
举报申诉受理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招生行为。 据新华社

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