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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
日，云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中考体育
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100分的消息”刷
爆了云南中小学生家长的朋友圈。根据
新规，未来云南初中生中考时，除了传统
的语文、英语、数学三门主科，还要考查物
理、历史等11门的成绩，其中体育考试和
三门主科一样，在总分700分中占100分。

云南中考 体育考试提高至100分

记者从云南省教育厅获取了这份
《实施意见》，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的改革
计划，国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
案》设定的科目，将全部纳入云南中考考
试范围，全科共计14门，总分700分。

云南省教育厅在《实施意见》中介
绍，这700分中，语文、数学、英语、体育
各100分；物理50分；政治、历史、生物学
各40分；化学、地理各30分；音乐、美术、
劳技各20分；信息10分；生物学、物理、
化学要考实验操作，首次计入中考成绩。

根据《实施意见》，此次改革将从
2020 年秋季学期新入学的七年级（初
一）起开始实施。体育考试首次与语文、
数学、英语并驾齐驱，分值从过去的50
分升为100分。

体育课被挤占 逼出改革之举

据云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介
绍，之所以要提高体育分值，是因为近年
来，云南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养改善计划
累计已经投入了近300亿元，但是“小胖
墩”“豆芽菜”“小眼镜”等过胖、过瘦、近
视的青少年人数仍然占有较高比例。在
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一位云南省教
育厅工作人员称，此前云南省教育厅曾

发现，一些学校的体育课存在被其他学
科任课教师挤占的情况。“我们也希望通
过这种调整，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缓
解体育课被挤占的情况，让孩子们不但
学习好，身体也能健康成长。”

初中阶段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
键时期，需要有相应的运动强度和负荷
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当前，学校体育
工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高度，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还令人担忧。“2018年，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云南省16个县的监
测结果显示：小学四年级数学课周课时
超过正常课时的68%，初中阶段八年级
数学课周课时超过正常课时的90.8%；小
学四年级学校体育开课达标率为61.2%，
到八年级，体育开课达标率只有38.7%。
为了提高身体素质，经过多方调查研究
论证，决定把中考体育分值从50分提高
到100分。”一位云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
介绍。

体育考试一年一考
体育课时不会变化

云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表
示，原来的中考体育分值为50分，九年
级考一次就结束。改革后把中考体育分
值提高到100分，并且把考试方式从三年
一考变成一年一考。考虑到学生的个体
差异，将之分为两种方式来考查：一是按
照国家体质健康监测标准进行学生“体
质健康监测”，这部分占60分的分值，对
于学生个体差异没有太大影响；二是对
技能和体能的考试，这部分占40分。教
育部要求学生至少掌握一到两项运动技
能，让其终身受益。新中考方案将三年
成绩累加，作为中考体育成绩，并根据学
生身心发育的特点和规律，暂且按初一
20%、初二 40% 、初三 40%的规律分配

分值占比。云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称，
目前具体的考试方案还在落实当中，“但
考试将确保公平公正，保证考试成绩能
够反映学生的身体状况和技能素质”。

据介绍，体育分值增加不是为了培
养专业的运动员。当前，体育课程经常
被挤占，学生的健康状况堪忧。体育分
值的调整，旨在促使学校、家长更加重视
体育，更加关注孩子的健康，希望体育工
作得到学校、家长和全社会的重视。按
照国家课程方案的设置，体育分值的增
加，不意味着体育课时、教师数量的变
化，体育课时不会变化，体育教师不会增
加，按照规定，所有科目必须开齐开足。

各方反应
考试能否严格把关很重要

针对云南省的新中考制度，一名云
南昆明初二学生的家长钟先生告诉记
者，他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学习知识的
同时，更好地锻炼身体，培养体育爱好。

“这次改革方案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长群
里讨论很热烈，不过我们的孩子赶不上
这次考试改革了。但我很希望我家孩子
能够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并且在学校
能够培养一些体育爱好。”

据新华社报道，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罗志敏表示，云南此次中考改革将
是体育教育领域的一次“倒逼”式改革，
体育的100分能否严格把关很重要，需要
教育系统从提高体育教师素质、增加体
育教师岗位、完善体育考核机制、堵住人
为操作漏洞等方面着力。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近日在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希望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能够把体育真正做
成一门主课。在中考里面，它要起到主
课作用，就跟语数外同分值。” （屈畅）

云南中考改革上热搜

体育上调至100分 与主科“平起平坐”
云南省教育厅：希望能缓解体育课被挤占

本报讯 南京邮电大
学 1月 5日发布通报称：
2019年 12月 26日晨，学
校发现材料学院2017级
一硕士研究生校内死
亡，该生的导师张某已被
取消导师资格，并根据学
生意愿将张某指导的在
读研究生全部转入其他
老导师指导。昨天，南京
邮电大学宣传部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经调
查，张某存在让学生干私
活以及辱骂学生的行为，
但该研究生的死亡是否
与此有关仍在调查。

有网友称，该学生被
导师谩骂和压榨、人格侮
辱、不给改论文，还被要
求签延期毕业，因而选择
结束生命。网传消息称，
2019年 12月 26日凌晨，
南京邮电大学实验室附
近发生火灾，后发现火灾
现场有一具尸体。

记者通过天眼查发
现，涉事导师张某名下现
存两家公司，一家在南
京，一家在长春。目前位
于长春的公司显示为注
销状态。张某分别为两

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
股东、监事。

据公开资料显示，涉
事导师张某于2006年在
吉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中国
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做博士后，2011年 12
月通过南京邮电大学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被校
长特聘为教授。

昨天，南京邮电大学
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经初步调查，张
某违反学校相关规定，诸
如安排学生承担属于私
人领域或者家庭生活的
一些事务，以及安排学生
到与自己利益相关联的
单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
劳动。

上述工作人员还介
绍，张某在管理学生的过
程中方法不当，存在辱骂
学生的情况。该研究生
意外身亡前曾遭到张某
辱骂，但其意外身亡是否
与遭到张某辱骂有关仍
待调查。目前相关后续
工作仍在进行中。

（综全）

南邮一研究生校内死亡
其导师被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

冉光辉今年 50 岁，他在山城重庆做负责搬运
工作的全职“棒棒”已有 10年。10年来，冉光辉辛
勤劳作、省吃俭用，靠自己的力气和勤劳的双手，让
家里的生活不断改善。

2009 年，冉光辉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从老
家垫江农村来到重庆，那时候，一家人挤在20多平
方米的老旧出租屋里，生活十分窘迫。冉光辉拼极
了，他几乎每天都是早上 7点之前就出门揽活儿，
有时深夜还在忙碌，最辛苦的时候甚至连续 24 小
时没有睡觉。力气大、守诚信、不怕吃苦、不怕吃
亏，这让冉光辉受到雇主青睐，接到的搬运业务也
越来越多。体重 130 斤左右的冉光辉扛过的最重
的货物是470斤重的针织品。

靠力气打拼的冉光辉慢慢有了一些积蓄。
2016 年，冉光辉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商圈附近贷
款购买了一套 60 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这里距离他
长期搬运货物的朝天门很近。搬进新家的第一天，
妻子瞿光芳笑着笑着落泪了。她知道，这个家，是
丈夫用肩膀“扛”出来的。

“虽然我干的活比较辛苦，但每当想到通过自
己的打拼，能让老婆和孩子过得更好，也就不觉得
累了。”冉光辉笑着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山城“棒棒”冉光辉：
“扛”出幸福生活

冉光辉在重庆朝天门（1月5日摄）

12岁的儿子冉俊超在家里朗诵课文，冉光辉在
一旁听（1月5日摄）。

新华社北京1月6日
电 最高检 6日消息，吉
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
书记、检察长杨克勤涉嫌
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指定，由河北省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近日，石家庄市
人民检察院已向石家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
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杨克勤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
取了辩护人的意见。石

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指控：被告人杨克勤利用
担任中央政法委政法研
究所所长、中央司法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吉林省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
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杨克勤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 2019年12月
1日上午，广州大道北与
禺东西路交界处出现地
面塌陷，致3人被困。昨
天下午，记者从广州地铁
获悉，1 月 6 日凌晨 4 时
30 分，搜寻人员在搜寻
区域地下 21 米左右，发
现了一名失联人员，该名
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经
警方初步确认，该遇难者
为罗姓失联人员。据此
前报道，该男子事发时驾
驶电瓶车经过该路段。
目前，其余两名失联人员

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2019 年 12 月 1 日 9

时 28 分，广州大道北与
禺东西路交界处出现地
面塌陷，有一辆清污车和
一辆电瓶车陷入，3人被
困，事发路段为11号线沙
河站施工区域。其中 2
名被困人员为父子关系，
姓石，湖南邵阳人，事发
时驾驶清污车途经该路
段。另一人为53岁的罗
姓男子，湖南耒阳人，事
发时驾驶电瓶车经过该
路段。 （刘浩南）

广州地陷事故找到
首名失联人员
事发时驾驶电瓶车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