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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录取批次、直接招录到专业、一
档多投、参考“素质评价”……近期，各省
（区市） 陆续公布了今年的高考招生政
策，一些省（区市）的普通高校招生政策
做出较大调整。

高考招录变化能给考生带来哪些利
好？ 能否让更多考生就读到心仪的学校
和专业？ 又能否让高校招录到更多合适
的人才？

录取批次调整能否让考生选择更宽广？

记者梳理已公布的各省（区市）高考
改革方案发现， 不少地方提出了合并或
取消录取批次。浙江改革方案提出，录取
不分批次；从

２０１６

年起，上海合并本科第
一、第二招生批次。

一些省（区市）提出合并二、三批次：

河北自
２０１６

年起本科第三批录取院校与
第二批合并； 辽宁从

２０１６

年起三批本科
合并到二批本科； 江西从

２０１６

年起合并
文史、理工类本科第二、第三批次，合称
为本科第二批次。

与此同时，四川、吉林、天津、青海、

宁夏、黑龙江、广东等地提出，创造条件
逐步减少高校招生录取批次。

【专家观点】辽宁大学副教授姜海峰
表示，根据国家要求，未来高考逐步取消
录取批次。取消批次后，考生心理上不再
有一本、二本、三本的界限和障碍，所有
高校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招生， 更有利于
高校的优质专业招录到优质生源。

吉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鹤认
为， 录取方式改革改变了以往部分高校
“一些专业扛旗、 部分专业搭顺风车”的
现象，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科质量、促进
各学科均衡发展有促进意义， 鼓励各类
大学办出特色。

复旦大学招办主任丁光宏教授表
示，取消一、二本批次差别，对考生而言
是利好，“过去分数档比较高的学生关注
点就在一本的学校， 在一本的学校中纠
结，选择余地少，现在选择更宽更广，是
看得到的实惠。”

但这项招录改革也让一些高校招办
人员感到担忧。 武昌工学院招办相关负
责人分析，二三本合并后，最直接影响是
今年二本批次分数线会下降， 在增加学
生选择余地的同时，难度实则更大，应进
一步设计制度的科学性。

高校“大门”转到专业“小门”倒逼高
校提质？

浙江高考改革方案提出， 考生志愿
由“专业

＋

学校”组成。记者发现，不少地
方的改革方案都突出了专业在高考志愿
选择中的作用。

广西提出，考生志愿由“学校
＋

专业”组成；河北也提出，

积极探索“专业
＋

院校”的录取方式。

为了迎合未来按专业选择志愿淡化学校因素的趋势，四
川提出，进一步完善以学校为单位按专业大类划线投档。

【专家观点】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赵俊芳
表示，录取方式的调整，实际上是取消了一些高校的优先录取
权，可能会倒逼高校打造更多特色学科和高质量品牌学科，有
利于提高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刘鹤说：“以后学生填报志愿时， 可能更多考虑专业的质
量和影响力，学校成为次要因素。”

上师大附中校长严一平认为，改革使考生关注的焦点，将
由高校的“大门”转为专业的“小门”，未来应引导考生更多关
注自己的志趣专长和进入高校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 根本改
变考生录取的学校和专业是“学非所长”和“学非所趣”的不对
称现象。

专家提醒，在这样的改革方式下，很多考生会对各院校
专业排名比较关心， 目前社会上已有很多机构对专业排名
进行评估。为保证排名参考的科学性，应引入国际先进的专
业排名模式， 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提供给考生和家长作为
参考。

探索“一档多投”能否让学校、学生实现“双向选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目前大部分省（区市）实行平行
志愿录取的基础上，在今年的招录政策中，湖北、福建、天津、

海南等地提出，实行“一档多投”“多次选择”“按专业投档”，力
求增加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机会。

山东提出探索实行考生一档多投、多次选择的投档模式；

重庆提出，加快研究“按专业投档、一档多投”的投档录取模式
并适时推行。这意味着，未来考生将可能向多所学校投档，自
己决定选择哪所学校。

【专家观点】一些教育专家表示，“一档多投”把选择的主
动权交回考生手里，考生根据学校水平、院系和专业的质量做
出选择，将倒逼高校提高专业建设水平，以更高的学术水平和
更强的教学能力来吸引考生。

东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李海雄表示，实行一档多投、双向
选择对考生有利，对高校招办等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招办应
该与高校充分沟通，就投档的标准、方式等细节商议好。

“目前一般院校招办人数少、力量薄弱，应及时增派力量，

应对未来录取方式改变带来的挑战。”李海雄说。

参考“素质评价”多元录取能否让素质教育真正落地生根？

今年的招生政策中，广东、辽宁、黑龙江等大部分省（区
市）提到，将建立基于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
合素质评价的“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

四川提出，高校招生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情况（包括思想品
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

５

个方面），择
优录取。

记者了解到，去年复旦、上海交大率先试行的综合评价录
取改革试点，已经传递出积极导向，今年上海综合评价录取改
革试点高校数量扩大到了

９

所。

【专家观点】专家认为，全面推进高考改革后，高校正在逐
步将综合素质纳入人才的选拔过程中， 更加关注学生的全科
成绩、综合素质和自身的实践和体验经历。

同济二附中校长刘友霞说， 改革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化发
展的空间。 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兴趣特长和社会对不同人才的
成长需要，创建本校特色；也有助于缓解应试压力，深入推进
素质教育。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兰娟表示，实施综合评价录取，可
扭转“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广为诟病的问题，通过采取
“高考成绩

＋

面试成绩
＋

学业考成绩”的录取方式，促进高校公
平、科学选才。

（新华社武汉
５

月
２６

日电）

杨 绛 小 传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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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

１０５

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正直敦厚，正如
她评价自己译作《吉尔·布拉斯》的著者勒萨日
一样：“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
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
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

论做人：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
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

杨绛先生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出生于北京，取
名杨季康，是家中第四个女儿。她的父亲杨荫
杭先生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浙江省
高等审判厅厅长，刚正不阿、浩然正气，对她
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 杨绛曾说：“在我的一
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

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读大学第二
年分科时，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科，

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最喜欢什么，就
学什么。 她不放心：“我喜欢文学， 就学文学
吗？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
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指
点下，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
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学成后杨绛毕生
从事创作和翻译， 这也离不开父亲曾经的熏
陶， 因为父亲对她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
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
译大有可为。”

论读书：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杨绛先生从小热爱文学， 一星期不看书，

就觉得“一星期都白活了”。哪怕文革的时候被
批判“读书追求精神享受”，也从未让她放下书
本。杨绛先生觉得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要
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

打招呼求见，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
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来，时刻去，如果不
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找高明跟他对
质。还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领教当
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如果话不投机或言不入
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声关上大门，就是
说合上书，谁也不会嗔怪。经常在书里‘串门
儿’，可得到丰富的阅历，可以认识各时各地、

多种多样的人。读书如阅世，多读书可以变得
更聪明更成熟，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可学
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谈创作：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
者本人的经验

在对文学的热爱中， 杨绛自己也提笔创
作，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各种
人物，长篇小说《洗澡》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
惯见的“嘴脸”。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幽默，

又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 不过， 杨绛常说：

“我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写的
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
由人物自然构成。” 常常有读者把杨绛小说里
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但杨绛认为创作的
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
的火，想象就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
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
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
验”。她的先生钱钟书就曾推许她写小说能“无
中生有”。

有人曾评价杨绛先生的小说靠点滴人事
映照人生真相，笔触风趣幽默，带有喜剧色彩，

令人想到奥斯丁的小说；而她在上世纪四十年
代创作的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登上剧
坛后，也被誉为是“喜剧的双璧”。这些剧作以

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描摹世态百相，善开玩
笑又不尖酸刻薄， 幽默之处不失温柔敦厚，而
且，隐藏在幽默和嘲讽背后的是深深的严肃和
悲哀， 让人联想到她翻译的几部作品：《小癞
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正如她父亲
让她学习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她在从事翻译
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描写
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

谈翻译：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
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她最花工夫、

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翻译水平极高的这几部
译作。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
主”， 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
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
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
的本国读者。 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
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

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
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
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
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
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
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
泛指一切流氓光棍， 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
“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
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
“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
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
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

励， 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
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
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
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
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
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 朱光潜
先生回答说， 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散文
（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
译杨绛最好。但杨绛很谦逊，她说，虽然自己
的翻译得到前辈的称赞，比如在外文所的《世
界文学》上分期发表的《吉尔·布拉斯》，受到
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 但她总觉得自己翻
译得很糟。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

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
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
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
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
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
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
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
出来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
９０

高龄
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
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
思。看过《我们仨》的人无不为其中浓浓的爱
情、亲情所震撼，笔锋机智幽默的杨绛在这篇
散文中哀而不伤地追忆了她和先生钱钟书、爱
女钱瑗的点滴生活， 谈的虽然都是些琐事，但
读过的人无不动容。先生女儿均去世后，独自
一人与保姆一起生活的杨绛依然乐观、 强健，

工作量惊人， 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字，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一边自
己还在努力创作。

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
上》借探讨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
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自问自
答生老病死；之后的姊妹篇《坐在人生的边上》

是在百岁时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我今年一
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
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
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
的污秽回家。”

(

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２５

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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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支持去哪儿了？

———国务院督查追问民间投资政策落地难

抓落实， 是一切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当
前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中央支持非公经济
发展的政策遭遇哪些落地慢、落地难？地方配
套措施是否存在不同步、不到位？国务院派出
的
9

个专项督查组在山西、吉林、四川、河北、重
庆等地展开了督查追问。

屡遭“白眼”频“碰壁”：说好的支持去哪儿了
“现在民间投资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缺乏

公平待遇。”重庆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
坦言，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但并非
所有行业不挣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
业效益都不错，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也想扩大投
资，但屡遭“白眼”频“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在
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
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
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
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在规模上
“重大轻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域上
“先内后外”。

四川远舰建设集团董事长杨远见颇有感
触地说：“现在很多

PPP

项目就是为国有企业

‘量身定做’的，很少有民企参与的份儿，有的
地方直接告知‘优先考虑国企’。一方面是因为
国企能从银行贷到更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
政府也想避免引发道德风险质疑。我们申请过
很多

PPP

项目，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在河北，一家民营焦化企业负责人反映了
同样的疑惑，“国务院明文要求，鼓励和引导民
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
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但地方在化解
‘僵尸企业’时，却只愿意卖给国企。‘宁可冰棍
化掉，也不让别人吃掉’。”

同样反映突出的，是到银行屡屡“碰壁”。

“银行都会拉出一个规模排名， 行业前
20

强可
以放贷，中小民营企业只能‘靠边站’。”英利国
际置业副总经理杨晓榆在督查组座谈时直言，

民营企业贡献了
80%

以上新增就业，但最近两
三年民企不仅排在国企后面，连外企地位都比
不上。不能因为“出身”不一样，参与市场竞争
的难度和结果就不一样。

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政策卡在半空中
“在落实支持民间投资相关法律法规方

面，存在规范性文件内容‘打架’，项目审批程
序繁琐，甚至一些文件规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导向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还不够到位，就加强市场监管和促进民营企业
发展的统筹考虑不足。”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高
级法律专务谢建军表示。

从第一阶段对
9

省（区、市）实地督查的情况
看， 企业对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以
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有不少“吐槽”，认
为是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
进、脸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对支持民间投资缺乏积极性。

山西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说，仅办理施工
许可证就需提供

52

项资料和证件，办分项证件
还要履行十余项手续，“所有证件办好需

500

份
资料，等手续办好，商机早失了。”

青海央宗药业法人代表徐楠向督查组反
映，公司开发了一款降血糖的藏药，研制花了
六年，审批已经五年半了，相关部门迟迟拿不
出审批结果，每次打电话催促，得到的答案总
是“我们人手太紧”。“再这么拖下去，项目肯定
要黄了。”徐楠说。

“政策落实的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权、责、

利的清晰划分与界定，中央把握大方向，地方
应该出台实打实的、有针对性的实施细则。”学
平大健康监事会主席周静渝说，《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印发之后，

很多地方出台了配套文件，但具体该如何投资
无从下手，最后出现投资不足、投资乱象不足
为奇。

动真格、出实招、多让利：民间投资得“真
金白银”

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地方动真格、出实

招、多让利，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才能落实好，

民营企业才能得到“真金白银”。

在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荣发集团董事长
孙亚坤告诉前来走访的督查组：“作为吉林省
扩权强县试点县，企业的审批手续基本可在农
安县直接完成，甚至只需找一个部门、送一趟
材料。以前三个月才能办成的手续，现在三天
就好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
前来扎根发展。”

为推动相关政策“一竿子扎到底”，山西近
期制定了《全省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方
案》，要求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每人联系

1

户民
营企业，研究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助推企业
发展。目前，各市县领导联系工作已陆续展开。

针对企业反映最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督查组发现，各地均由财政出资设立了多
样化的基金、转贷金，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
帮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同时探索与
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信贷品种， 降低企业资金
成本。

江苏在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中开展“苏科贷”，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
领域。目前，全省

80%

以上研发投入、

70%

以上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由民营企业实施。重庆江津
区则设立

2

亿元起始周转金， 为中小企业在银
行贷款到期时提供“过桥”，预计今年可撬动银
行向实体经济提供

70

亿元续贷。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姜琳华晔迪董小红
李超朱基钗于佳欣
庞书纬王自宸

大学生农村做电商 惠及10万农民

5

月
26

日，张家口惠村淘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帅军（中）同团
队一起研究工作。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85

后”大学毕业生赵帅军和白
博于

2014

年成立一家立足于乡村的电商企业“惠村淘”，他
们一方面与生产厂家、蔬菜基地、养殖场、服务企业等建立
直供关系，把农副产品输送到城市，另一方面将农村的小超
市、小卖部建设成“惠村淘”村级体验店，全产品、一站式免
费配送，为农民提供高品质低价格的商品。

目前，“惠村淘”同
500

多家企业和种养殖基地建立起直
供关系，建有大型仓储库房

1

个、冷库
2

个、分拣库
3

个、物流
配送中心

1

个，开设
300

家村级体验店，辐射
210

个村庄，“惠
村淘”提供的电商服务已惠及当地十余万农民。

5

月
26

日， 张家口惠村淘商贸有限公司网络业务部工作人员在网上
查收订单。 新华社发（陈晓东摄）

□

新华社记者刘硕廖君
王莹仇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