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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7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
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5年义务教
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进一步整
治“暗箱操作”和“掐尖招生”行为，严格管
控试点实验项目等特定类型招生，严肃查
处招生入学环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
续提高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规范化、科
学化、制度化水平。此次专项行动对哪些
违规行为“亮剑”，又有哪些便利举措？

关于招生》》》
教育部27日启动2025年义务教育阳

光招生专项行动，对不正之风和“招生腐
败”进行专项治理。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对违规学校的负
责人要追责问责。教育部还特别发布了

“省级举报投诉受理渠道一览表”，并在国
家层面设立“义务教育违规招生问题”专
栏，公开通报。

对“掐尖招生”“暗箱操作”的乱
象亮剑

比如，搞测试选拔、看竞赛证书、收简
历选学生，设重点班、快慢班，将“校园开放
日”变成秘考日等，一旦成功治理，家长不
用再给孩子制作厚厚的简历。

对特定类型招生中的不正之风
亮剑

比如，严控外语、艺术、体育等特定类
型招生规模，要求由省级统一审核，录取后
要进行公示，堵住地方搞“擦边球”的可
能。这些项目小升初招生中只能测兴趣特
长，不能考文化课。“幼升小”招生中则不得
开设此类招生项目。

对以培养拔尖人才为名行掐尖
之实的行为出击

目前，一些地方和学校早期培养项目
繁多，不乏有打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
试点的名号，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沦为了

“掐尖”的幌子，比如一些数学、科技类的，
有的甚至开展跨省跨市等跨区域选拔。这
类行为教育部将重点管控，明确这类项目
不得与小学、初中招生入学挂钩，严禁随意
突破招生范围，严禁组织考试选拔招生。

对民办学校变相违规招生明确
惩戒措施

比如，去年有超计划、超范围或者以借
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的民办学校，
今年将核减招生计划。同时全面排查有停
办风险的民办学校，要求做好预案处置。

关于入学》》》
通知强调——落实“教育入学一件事”。

以数字化赋能招生入学工作，加快实现报名、
材料审核、录取“线上一网通办”。提升线下
办理服务水平，推进“线下只进一门”。

一、居住证更好用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有居住证就能在
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特别是“学校学位充
足”的非人口集中流入地区，要求实现“有
居住证就能读”，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不
用再交社保证明、工作证明等其他证明材
料，简单说就是：居住证=入学证，而且公办
校是主渠道，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同待
遇。这也是呼应新型城镇化户籍改革的

“配套组合拳”，让打工者敢在城里长期规
划，比如开店、学手艺，孩子上学不用再凑
社保年限，不用托关系求人。

二、鼓励“长幼随学”政策

比如多孩家庭，二宝三宝可申请跟哥
哥姐姐同校，根据学校学位实际情况，“幼
随长”或者“长随幼”就学，解决家长接送不
便、孩子分校就读的实际困难。

三、上学划片更公平透明

首先，家旁边的学校优先上，学区划分
会提前摸底、科学调整，不会突然变卦。如
果片区人太多，会按公示规则公平录取，没
录上的也会就近安排，不让孩子没学上。
其次，多校划片、对口直升的政策会提前公
布，杜绝“暗箱操作”。

四、要求报名手续“少跑腿”

推进更多地方实现“一网通办”，户口
本、房产证等材料线上搞定，不用反复提
交。即便线下办理，也要求“只进一扇门”，
清单一次性告知，告别折腾。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重庆高考生
2025年高校专项计划
报名申请4月20日截止

3月27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
消息，2025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网上报
名启动，今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网上报
名申请截止时间为4月20日，符合条件
的考生可登录阳光高考平台（http://ga-
okao.chsi.com.cn/gxzxbm/）高校专项
计划报名系统完成报名申请。

高校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边远、脱
贫、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
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是国家为畅通农村和脱贫地区学子
纵向流动而开辟的渠道之一。

今年全国共有包括北大、清华在内
的95所高校参与专项计划招生，在渝高
校中，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3所高校具有该计划招生资格。

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学生须同
时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件：

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
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

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
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

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双向育人铸国防
军地联动谱新篇

近日，在重庆第十八中学的报告厅
内，一幅由小学生手绘的《我心中的英
雄》水彩画被交到红色军医宣讲团成员
的手中，画中一位佩戴醒目红十字袖标
的军医抱着小女孩，眼神中尽显忠诚与
担当。这场双向奔赴的互动生动诠释
了这场国防教育活动的深刻意义。

今年以来，西南医院江北院区通
过选派一批执行过重大任务、能力素
质过硬的优秀模范官兵组建成立一
支“红色军医宣讲团”，通过“学校点
单-军医上菜”的精准供给机制，推出

“国防教育+健康科普”双主线课程体
系，创新“订单式”教育新模式，常态
化走进驻地学校和社区开展教育讲
座，真正让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

“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我们不
仅要与恶劣环境作对抗，更要时刻守护
战友们的健康……”曾多次在高原执行
任务的张渝科主任通过提问“什么是国
防”引导讨论，在授课过程中用一张张
实拍照片生动还原戍边军医的日常，这
种沉浸式教学让抽象的爱国奉献精神
变得可触可感，不仅深化了同学们对边
防战士的情感认同，更激发了他们传承
卫国戍边精神的热情。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校区的课堂
上，急诊与创伤骨科吕福林副主任跪
在模拟人旁边和同学们一起进行心
肺复苏实操演练，针对校园常见病急
救采用“理论漫画+实景演练”模式，
几百名学生通过实况转播同步进行
练习。课程结束后，连初中学生都能
准确掌握相关急救的正确处理办法。

“每次讲述维和故事时，孩子们
眼里的光让我更深刻理解红色军医
使命的重量。”曾赴黎巴嫩执行任务
的陈亚平护士长在一次讲座结束后
说道，这也印证了红色基因双向激活
的独特价值。

作为军队医院，既要当好卫勤保
障的战斗队，也要成为红色基因的传
播者。如今，“红色军医宣讲团”的足
迹已走遍驻地周边校园，不断向社
区、企业延伸。下一步，医院党委将
持续深化“课程库”建设，培养更多

“能战善教”的复合型人才，用战位故
事传递信仰力量、以专业优势服务社
会需求，让军地联动教育模式结出更
加丰硕的成果。

高考报名人数连续多年上升后，今年
“双一流”高校迎来新一轮扩招。

3月初，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宣布，
今年各增加150个本科招生名额。此外，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也将扩招
本科生，增幅在100至500人不等。

事实上，近年来本科生扩招规模持续
扩大，但今年的力度尤为显著。3月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将进一
步增加“双一流”高校的招生规模，在去年
扩招1.6万人的基础上，今年力争再增加2
万人。

此次扩招的专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业态领域。多位受访专
家认为，这是高校在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
上的主动调整。

“提高了进入名校的概率”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今年1月
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也强调，要“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
容”和“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副院长郭英剑对记者表示，此轮扩招的核
心是培养高层次人才，以支撑科技创新、制
造业升级和产业转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不仅有助于适应人口变化与就业需
求，应对高学历需求上升的趋势，也能缓解

“难进一流高校”的压力，提升高等教育的
公平性。

过去五年，我国高考录取人数从2020
年的967.45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1050万
人，但本科录取率却从41.4%降至33.5%。
本科教育，尤其是优质本科资源供给相对
不足。

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校长蔡荣
根对记者表示，“双一流”高校从自身发展
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角度，具有扩招的
意愿，但扩招规模不仅要考虑国家和地方
政策，也取决于学校教学资源的承载能力。

“扩招决策既受政策引导，也受高校自
身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制约，
这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一次集体行动。”郭英
剑这样评价。

“科技创新”与“文科价值”

“此次本科扩招偏重于理工农医，对文
科的影响显而易见。”郭英剑认为，随着学
术资源向理工农医学科倾斜，文科的支持
力度势必相应减少。

今年，多省政府工作报告频繁提及高
等教育专业调整，至少10个省份提出发展
理工农医类紧缺专业。例如，山西省计划

将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提升至55%，内蒙
古自治区则设定50%以上的目标。

复旦大学近期也宣布将调整学科结
构，将文科招生比例从 30%~40%降至
20%，形成“文、理、医、新工科、交叉学科”
各占20%的新格局。该校校长金力表示，
此举遵循“文科做精、理科做尖、工科做强、
医科做新、交叉做活”的原则，旨在优化学
科布局，推动交叉融合。

“即便是国内文科实力顶尖的高校，也
在向理工、新工科和交叉学科倾斜。”郭英
剑分析，复旦的改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
响更多高校的学科布局，而如果文科招生
规模持续缩减，不仅会影响文科人才储备，
还可能因社会对“实用性”的过度强调，削
弱文科的社会认同，进而影响优秀学生的
报考意愿和学科的长远发展。

郭英剑认为，国家治理、文化传播、
社会研究等领域仍需高水平的文科人
才，在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中，
传统文科内容依然重要，不能被简单边缘
化。相反，文科应增强适应性，加强与科
技融合，以提升应用价值和就业竞争力。
他认为，未来高校如何在“科技创新”与

“文科价值”间寻求平衡，将成为改革的
重要课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

教育部最新部署2025“幼升小”“小升初”招生入学工作

剑指“掐尖招生”“暗箱操作”
划片更公平透明、鼓励“长幼随学”

“双一流”高校扩招，上名校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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