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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通报

截至 2月 21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2 月 21 日 0 时~24 时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38 例。 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79 例 （上海 32 例 ，广东
22 例 ，福建 10 例 ，北京 4 例 ，四川 3
例，甘肃 3 例，浙江 2 例 ，安徽 2 例 ，
云南 1 例）， 含 6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广东 5 例 ， 浙江 1
例 ）；本土病例 59 例 （内蒙古 20 例 ，
其中呼和浩特市 18 例、巴彦淖尔市 1
例、包头市 1 例 ；江苏 12 例 ，其中苏
州市 10 例 、无锡市 2 例 ；辽宁 6 例 ，
均在葫芦岛市 ；四川 5 例 ，均在成都
市；云南 5 例 ，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 4 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 例；北京涉冬（残）奥闭环人员 4 例；
湖北 4 例，均在武汉市；广东 3 例，均
在深圳市）， 含 6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江苏 3 例 ， 四川 3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4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53 例， 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803 人 ，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935 例
（其中重症病例 1 例），现有疑似病例
4 例。 累计确诊病例 13551 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12616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2 月 21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809 例（其中
重症病例 12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01544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107989 例，现有疑似
病例 4 例 。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586886 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 39412 人。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 46 例， 其中境外输入 40 例，本
土 6 例 （内蒙古 2 例 ，均在巴彦淖尔
市； 江苏 2 例， 均在苏州市； 四川 2
例，其中成都市 1 例 、泸州市 1 例 ）；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2 例（境外输入 6
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39 例 （境外
输入 38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 681 例（境外输入 568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 46173 例。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26038 例 （出院 16449 例， 死亡 300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79 例（出院 79
例 ），台湾地区 20056 例 （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2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截至 2月 21日 24时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2 月 21 日 0 时~24 时， 全省无新
增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
例。 5 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 24 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2664 例 （本土 2508 例、 境外输入

156 例），现有住院病例 37 例（本土 24
例、境外输入 13 例），尚在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 12 例 （境外输入 12
例 ）。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3800
人，正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0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2 月 21 日 10 时许 ，“考研成绩 ”
“考研国家线”“考研调剂”“考研二战”
等话题迅速占据新浪微博热搜榜。 记
者从相关网站了解到 ， 包括河南 、天
津、河北、辽宁 、黑龙江在内的多个省
市的高校自 21 日起陆续发布考研初试
成绩。 一场考试成绩的公布，何以成为
全民关注的焦点？

考研形势：“内卷”引发全民关注

近些年，“考研热”持续升温。 无论
全职研究生还是在职研究生， 每年的
报考人数都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布的数据显示 ，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 457
万，比 2021 年增长 80 万，增幅为 21%。

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22 全
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近六成的研
究生考生想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

研， 近五成考生是为了完善自身知识
结构和加强文化素养， 留恋校园生活
以及想在学术上深造的考生占比分别

超过 30%。
2022 年，河南考研人数为 37.9 万

人，同比增长 7.7 万人，增长率 25.5%，
考生规模位居全国第二 （山东 41 万
人）。 河南省人口基数大，考生人数较
多，但本省的优质高校资源相对较少，
考生若想提高考研 “上岸 ”的几率 ，除
了更加努力学习外，跳出本省、选择其
他省份的高校或选择报考国外的高校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近两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研究生出国留学受限，
于是很多人便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内 ，
甚至本省的高校。

“真的太内卷了！ ”24 岁的小白是
众多考研大军中的一员， 毕业于周口
师范学院的她自上一年考研失利后 ，
认真“复盘”，迅速投入到 “二战 ”的复
习中。 “本来查到自己的成绩还是很欣
慰的，比去年多了 60 多分，但是对比去
年的成绩排名，竟然落后了许多。 ”小

白遗憾地说。 记者又联系了几位报考
其他院校的考生，他们纷纷表示，当下
“内卷”的形势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
了他们的成绩排名。 据小白介绍，由于
考研时间距离公务员国考和省考的时

间较近，很多人都是“广撒网”，备考完
一场就转战下一场， 因此出现如此激
烈的竞争也不足为奇。

考研成绩：几家欢喜几家忧

21 日下午， 记者走进周口师范学
院（以下简称“周师”）附近的一家自习
室。 该自习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这
里距离周师较近，且学习氛围好，很多
备战考研的学生， 都会选择到这边来
复习。

小陈是这家自习室的长期会员 ，
去年经同学介绍来到了这里。 “非常意
外！ 没想到自己能考 416 分。 ”小陈成
绩不错， 在和记者的交流中眼神里透
露着兴奋。 “我今年 26 岁了，在周围备
考的同学中已经算是‘大龄’了，能一
路坚持到现在， 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和
鼓励。 ” 当周围同学知道小陈的分数
后，纷纷向她请教学习经验。 “我认为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不盲目地选
择名校、专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
定目标和计划，并且严格落地执行。 ”

小贾是小陈的 “研友 ”，与小陈不
同， 当小贾得知自己的成绩不够理想
时，当即决定放弃“再战”。 “今年‘二
战’，我觉得还是有些遗憾吧 ，毕竟一
路备考走到现在了。 但是我真的尽力
了，不会后悔。 ”当谈及今后的职业规
划时， 小贾说：“已经和爸妈通过电话
了，把考教师岗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
们很支持我。 从小我就有一个教师梦，
这一次我要重整旗鼓再出发！ ”

据小贾介绍， 很多考生为了提高
考研成功率，都曾经买过市面上的“学
霸笔记” 或者报名过 “学霸考研辅导
班”。 通过小贾的介绍，记者联系到在
河南某高校开设“学霸考研辅导班”的
刘老师。 “当年我连续备考三年才成功
‘上岸’， 于是我就想能否通过什么办
法可以让学弟学妹们少走弯路， 帮助
他们渡过考试这场难关。 ”据刘老师介
绍， 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根据学校研
究生网站公布的考研参考书目编撰出

一本“学霸笔记”，用不同颜色的标注
梳理出来“考试重点”，方便考生背诵。
刚开始的时候，刘老师的“学霸笔记”
的确帮助了很多人成功“上岸 ”，但是
随着市场上竞争对手的增多， 竞争也
更加激烈。 “其他的辅导班也有自己的
‘学霸笔记’， 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知
识点， 笔记从 100 多页升级到了 400
多页，这种带有‘内卷’性质的复习笔
记让考生备受煎熬。 ”

考研未来：无论成败 皆是英雄

关于考研， 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
段话。 “考研就像在黑屋子里洗衣服，
你不知道洗干净了没有， 只能一遍一
遍去洗。 等到上了考场的那一刻，灯亮
了，你发现有的人忘记加洗衣粉，有的
人用的是洗衣机。 但只要你认真地洗
过了每一个地方， 那件衣服一定可以
光亮如新， 而你以后每次穿这件衣服
时都会想起这段岁月。 ”

2021 年 7 月研究生顺利毕业的
小杨告诉记者 ，当年为了备考 ，无论
刮风下雨 ，她都坚持独自一人骑着电
动车往返家和周师图书馆 ， 从不间
断。 “无论成绩好坏，能坚持到最后的
都是勇者 。 考试成绩理想的同学 ，要
抓紧时间准备面试 ； 成绩不理想的 ，
抓紧时间准备调剂或者 ‘二战 ’也是
可以的。 ”小杨告诉记者，当年与她一
同备战考研的同学 ，有的虽然没有考
研 “上岸 ”， 但后来通过了公务员考
试、事业单位的考试 ，甚至创业成功 。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只要用心
做事，就一定会有收获。

常有人说， 考研就是一个人的高
考，在记者看来，这背后也离不开父母
和学校的帮助。 面对激烈的考研竞争，

学生家长依然要以教育、鼓励、引导为
主。 学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开展
考研经验交流会， 组织学生开展交流
学习，帮助学生总结学习经验。

河南省某考研辅导机构负责人董

老师认为，尽管近年来 “考研热 ”持续
升温 ， 各机构间为争抢生源竞争激
烈 ， 但考研辅导班仍要坚持育人为
本 、教育优先的理念 ，避免因过度竞
争为考生带来不利影响 ，共同维护公
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相关部门可针对
大学生求学 、就业出台更多的利好政
策 ，以实际行动助力大学生多元化发
展 ；同时 ，还要适当兼顾偏远地区的
教育 ， 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下沉 ，帮
助更多偏远地区的年轻人通过教育实

现梦想。 ③6

考研出分！ 全民围观是为何？
□见习记者 杜营营

������考研查分时的真实反应（网络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