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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
考生和家长、老师心目中好大学的
标准就是“985”和“211”。近日有网
友在教育部官网咨询，“985”和

“211”学校名单是否还会有变化？
教育部给出“官宣版”答复，“211工
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
统筹为“双一流”建设。

“985工程”自 1998年启动，支
持39所高校结合国家创新体系进
行重点建设。“211工程”自1993年启
动，先后共有112所高校纳入建设范
围，全部高校均属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教育部透露，现已将“211工程”
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
为“双一流”建设。

20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
设学科”名单，这就是备受关注的

“双一流”名单，全国 137所高校入
选。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所，分A、B两类，A类36所、B类
6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有 95
所。

“985”“211”与“双一流”的区别
在哪里？

1.“985”“211”侧重对大学的
评定，“双一流”侧重对学科的评定

无论是“985工程”的39所大学
（含国防科技大学）还是“211工程”
的 100多所大学，都是基于对学校
综合实力的整体评价。尽管之前也
有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
评定，但社会对一所大学的整体认
知，还是只看“牌子”不看学科，影响
并不大。

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则是先有“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名单（137所），再在
此基础上选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所）。也就是说，先看一所大学
有没有若干个很强的学科（专业），
再主要根据学科综合实力来评定一
所大学的强弱。

2.“985”是“211”的升级版，
“双一流”则不存在交叉

如果说“211”是重点班，“985”
就是重点班里的重点班。“985 工
程”大学均为教育部或其他中央部
委直管，也称部属高校；除“985”外
的“211工程”大学则多为省部共建
高 校 ，地 方 属 性 更 强 一 些 。 但

“985”大学都是“211”大学。
“双一流”则是两个平行的评价

体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重在一
流学科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设、重

点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
创新能力，共计42所，在原来39所

“985”大学基础上新增3所。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重在优势

学科建设，促进特色发展，共计95
所。除了之前的大部分非“985”

“211”大学，主要增加了26所特色明
显的高校。

医学类：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
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京
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
中医药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
医大学；地方高校：首都师范大学、
河南大学、宁波大学；特殊高校：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科
学院大学；行业高校：天津工业大
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艺体高校：中国音乐
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
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3.“985”“211”是固化的标签，
“双一流”则是有进有出

“985”“211”高校名单确定已有
近20年，这两项工程对促进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
是缺陷也有目共睹，很多非“985”

“211”高校发展很快，但是受制于
“非重点”“非部属”的标签，学校办
学实力并不为社会所认可。很多地
方和大学对此多有不满。

而“双一流”是一个动态建设过
程，遴选认定不是一劳永逸的。

又讯 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中，有委员建议，在老少
边地区增设教育部直属高校，加快
教育精准扶贫步伐。近日教育部回
复称，目前不宜扩大中央部门直属
高校规模。

教育部介绍，世纪之交，针对高
教管理体制存在的中央部门和地方
政府分别办学、条块分割、重复建
设、办学效益低等问题，我国进行了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原由 60
多个国务院部委和直属单位管理
的近400所普通高校，大部分划转
地方管理，只有 20 余个部门继续
管理118所普通高校。经过短短10
多年的发展，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
量由 1000多所发展到目前的2956
所，其中中央部委所属院校为 118
所，地方管理的高校2838所，地方
管理普通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
数的96%。

教育部在回复中称，按照《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要求，应进一步深
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省级
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
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也明确
提出：“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
业单位原则上由地方管理，中央保
留少量承担全局性、战略性、示范性
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因此，目前
不宜扩大中央部门直属高校规模。

近年来，为解决中西部地区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于 2012年起开
展支持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
作，支持没有部属高校的中西部14
省份各重点建设1所地方高水平大
学，中央财政2012年至2019年累计
安排98亿元。教育部还于2018年
初启动部省合建工作，对没有直属
高校的中西部14个省份，采取部省
合建新模式各支持一所高校发展。

今后，教育部将推动地方政府
加大对所属高校的经费投入，健全
投入机制，共同促进老少边地区地
方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任敏）

“985”“211”统筹为“双一流”
教育部：不宜扩大中央部门直属高校规模

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记
者 魏玉坤）为了探索形成交通强
国建设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交通
运输部日前确定首批13个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地区，并正在开展第
二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申报工
作。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法
制司司长魏东在 9 日召开的“加
快交通强国建设”专题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这13个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地区分别为：河北雄安新区、
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深圳市。

中共中央、国务院 9 月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在交通强国
建设中先行先试。魏东表示，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将围绕
设施、技术、管理、服务 4 大领
域分地区、分主题、分批次开展
22 项试点任务。比如试点省份
重庆正在推进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和长江
经济带绿色航运发展等试点工
程，支撑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

魏东说，试点地区将在交通

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综合交通
一体化枢纽、智能交通等方面先
行先试，拟通过 1到 2年时间，取
得试点任务的阶段性成果，用 3
到5年时间取得相对完善的系统
性成果，培育若干在交通强国建
设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试点项
目，出台一批政策规划、标准规范
等，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领域实
现率先突破。

河南省、河北雄安新区、江苏省、浙江省等

我国确定首批13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

图为谷仓罐里保存的稻谷和
鸡蛋（11月13日手机拍摄）。

日前，四川省广安市文物部
门工作人员在广安协兴生态文化
旅游园区展开考古挖掘时，发现

“穿越”500年的鸡蛋和稻谷。
据广安市博物馆馆长唐云梅

介绍，这两样文物是广安市开展
全民水库规范化建设及西溪河流
域综合整治工程中，在协兴园区
葫芦岛西侧的两座明代古墓中发
现的。

从墓地出土的墓志铭可知，
墓葬为明代广安人杨铭（1435—
1501）及妻郑氏、范氏等人之墓。
墓地共出土各类文物17件，有釉
陶谷仓罐、瓷碗、青铜簪、铜镜、墓
志铭等。最为特别的是 M1二号
后龛放置的谷仓罐，罐内尚存的
稻谷中包裹着外形完好的鸡蛋，
鸡蛋数量暂不详。

据介绍，国内考古出土鸡蛋
的案例极少，四川更是首次出
现。 新华社 发

四川一明代古墓
出土500年前鸡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记者
于文静）据农业农村部9日消息，随
着国家和地方一系列恢复生猪生产
政策措施落实，近期生猪生产出现
转折性积极变化，生猪存栏和能繁
母猪存栏双双探底回升，其中11月
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2%，自去年11
月份以来首次回升。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
振海表示，随着政策效果开始显现，
加上市场行情带动，养猪场户补栏
信心进一步增强。据农业农村部对
全国 400个县定点监测，11月份生
猪存栏环比增长2%；能繁母猪存栏
环比增长4%，连续2个月回升，全
国生猪生产整体趋稳向好。

他介绍说，从不同区域看，11月
份有18个省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比上月多6个；22个省份能繁母猪
存栏环比增长，比上月多5个。其
中，东北、西北、黄淮海、华东、华南
等地区生猪生产恢复较快。

同时，规模猪场生产恢复势头
强劲，猪饲料产销量持续增长，后
备母猪销量回升。11 月份全国年
出栏5000头以上规模猪场的生猪
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分别为
1.9%和 6.1%，连续 3 个月环比增
长。11 月份猪饲料产量环比增长
6.9%，连续3个月环比增长。据对
重点种猪企业跟踪监测，11 月份
二 元 后 备 母 猪 销 量 环 比 增 长
25.9%，表明养殖场户补栏增养信
心进一步增强。

“随着生猪生产加快恢复，出栏
生猪会逐步增加，涨价预期回调，
11 月份活猪和猪肉价格明显回
落。”杨振海说，11月第 4周全国集
贸市场活猪价格每公斤 32.26 元，
猪肉价格每公斤 51.22 元，连续 4
周 回 落 ，比 价 格 高 峰 分 别 回 落
16.7%和 12.6%。

全国生猪存栏
自去年11月以来
首次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