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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高考全国统考， 除上海
延期外， 其他将于 6 月 7 日、6 月 8
日举行 。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
1193 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与去年
1078 万高考报名人数相比， 今年高
考报名人数增加 115万，不少考生感
慨今年高考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其实
不然，评价高考竞争激烈程度要看高
考录取率。 虽然高考报名人数增加，
但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不减反增。

高考报名人数增加是放开中职

毕业生升学限制， 给更多中职毕业
生升学机会， 与高复学生增加等综
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针对高考报名
人数超 1000 万 ， 高考录取率超九
成，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推进“宽进严
出”培养模式。

去年 ，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
1078 万 ， 很多考生及家长也担心
高考竞争会更激烈，而从实际情况
来看，整体录取率走高。 根据教育
部公布的数据 ，2021 年全国普通 、
职业本专科共招生 1001.32 万人 ，
其中 ，普通本科招生 444.60 万人 ，
职业本科招生 4.14 万人 ，高职 (专
科 ) 招生 552.58 万人。 以此测算，
高考录取率达到 92.9%， 其中 ，本
科录取率为 41.6%。

2019年，我国启动高职三年扩招

300万计划， 并取消了中职毕业生的
升学比例限制。 以前中职毕业生升学
比例一般限制在 30%以内， 到 2021
年，各地中职毕业生选择升学的比例
已经达到接近七成。 2018年，我国高
考报名人数为 975万，随后高考人数
增加到 2019年的 1031万，2020年的
1071万， 其主要原因是高职扩招、中
职毕业生参加高考人数增加。 随着高
考报名人数增加，本科录取率有可能
下降，但是这只是计算本科招生数与
报考总人数的比例，而没有考虑新增
报考人数主要报考高职高专这一因

素。
高考报名人数增加， 还有一部分

原因是复读生增加， 特别是近年来出
现高分复读的“新动向”。 要减少高考
复读现象，应该改革高校招生方式，推
进学生与学校“双向选择”，提高考生
对录取大学、专业的满意度，而不像现
在填报志愿还存在一定博弈色彩。 同
时扭转用人单位中存在的唯学历、唯
名校导向，以及“第一学历”歧视，给不
同学历的人才平等的就业、发展机会。

这也是扩大中职学生升学机

会后 ， 避免中职教育变为升学教
育、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必须做出的
评价改革 。 不少地区出现以升学
率、 升本率评价中职办学的趋势，

这会误导中职办学。 在高等教育进
入普及化时代后，中职的教育功能
会从培养中等职业技术人才，调整
为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

能人才做准备。 随着新《职业教育
法》的实施、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
中职学生升学比例会更高。 要防止
升学导向，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教育 ， 就需要破除唯学
历、唯名校教育评价体系。

对于每年超过 1000 万学生进
大学，怎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则是
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普
及化时代，要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必
须推进“宽进严出”培养模式。 我国

高校还普遍存在“重招生，轻培养”
的问题， 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也偏向
“入口”的录取分数，而不是“出口”
的实际质量。 “唯分数”与“唯学历”
的结果是一些学校不重视人才培养

过程，以及部分学生“混文凭”的现
象。随着高等教育变得普及，大部分
高校的招生录取门槛会降低。 在这
种情况下， 每年会有超千万的大学
生顺利获得文凭走向社会，不过，是
否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货真价实”则
另当别论。只有严把质量关，才能避
免出现“学历泡沫”，让每个学生获
得高质量的教育。 （熊丙奇）

（来源：北京青年报）

������5 月 31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关于加强疫情防控科学精准实施跨省旅游 “熔
断”机制的通知》（下称《通知》），调整了跨省旅游实施
“熔断”机制的范围。

《通知 》明确 ，更加科学精准实施跨省旅游 “熔
断 ”机制 ，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县 （市 、区 、旗 ）和
直辖市的区 （县 ），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进出该地的跨省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 ”业
务。 待无中高风险地区后，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
企业经营进出该地的跨省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 ”
业务。

此前，受疫情影响，全国跨省旅游“熔断”机制于
2021 年 8 月开始实施。2021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

熔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
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省的跨省团队旅游

及“机票+酒店”业务，待该省域内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后，再行恢复跨省旅游经营。

2021 年 10 月 23 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从严从紧抓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的
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
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
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省（区、市）跨省团队
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有旅行社人士表示， 完全理解并遵守熔断机制，

但熔断带来的问题是旅行社基本没有生意，可能收到
了客人又会因为出发地或目的地有疫情而取消行程，
继而就是退款。 与此同时，频繁的“熔断”也让客人失
去了跨省游的信心。

此次文化和旅游部调整跨省旅游实施 “熔断 ”
机制的范围 ，将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 “省 （区 、市 ）”
缩小至 “县 （市 、区 、旗 ）”和 “直辖市的区 （县 ）”。 文
旅部在第四版 《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南 》中指出 ：坚持精准防控 。地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风险等级和应急响应级别作出调整的 ，应当按照属
地党委 、政府要求 ，科学动态调整旅行社防控策略
和措施 。要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
机结合 ，原则上不对全行业实行 “一刀切 ”。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
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跨省游“熔
断”机制的调整，体现了统筹疫情防控，特别是精准防
控和旅游业复工复产复业的要求对旅游市场来说，对
提振市场信心、 促进旅游业的复苏发展是利好的消
息，也希望各省用好这个政策，既把旅游市场尽快地
恢复起来，也要注意精准防控不能够因为旅游的发展
再出现新的、大规模的疫情传播，让市场陷入新的停
顿。

景域驴妈妈集团副总裁任国才表示 ，《通知 》的
出台，将旅游流动的限制面 ，从省 （区 、市 ）缩小和聚
焦到县 （区 、市 ），真正贯彻落实了中央提出的 “精准

防控”要求，也为旅游企业的复工复产提供了精准政
策保障。 在严格管控高风险和中风险区域前提上，低
风险区域内部、 低风险区域之间进行人员流动和旅
游活动得到政策允许， 将大幅度刺激和推动人员流
动和旅游活动，大大有利于旅游复苏。 不仅包括正常
的游客流动与消费体验，也包括景区、目的地相关文
化营销活动的开展，包括“旅游+”带动的区域经济发
展，尤其是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 此
外，该措施的出台，也有利充分发挥好文旅产业在保
就业稳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以造血减少行业优秀人
才的流失，为行业保持旺盛生命力储蓄力量。

广之旅指出，《通知》精神有效体现了“精准防控
疫情”的工作要求，旅行社对此表示欢迎。 广之旅总
裁赵文志表示，《通知》的实施，使因疫情影响而造成
旅行社经营范围受影响面缩小， 对于常态化跨省团
队游组织有明显利好， 特别是随着端午、 暑期的临
近，能有效提振消费者出游信心，推动旅游市场健康
发展。

携程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第四版《指南》的推出
标志着跨省游熔断机制出现重大转变，朝着更加科学
精准的方向发展。 携程指出，本周即将迎来端午假期，
跨省游“熔断”政策的调整，以及一些省区市逐步恢复
跨省游，端午假期的跨省游消费市场有望迎来进一步
回暖。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唐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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