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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箱

各地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中。
据悉，高考投档工作由省级招生委员会负责，考生
电子档案投档到相关高校后，高校按照向社会公
布的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各省份录
取工作一般于7月上旬开始，8月底之前结束。

一纸通知书背后，考生是如何被录取的？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显示，目前已有21

个省份实施新高考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规则：一
种是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进行平行志愿投档
录取，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等15省份均采取这一
方式；另一种以“1个专业（类）+1个学校”为一个
志愿，进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采用这一方式的包
括辽宁、重庆、贵州等6省份。

具体来看，平行志愿投档录取采用“分数（位
次）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先按照考生高考成绩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再依据考生填报的平行志愿
顺序、结合高校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依次进行检
索，当检索的志愿有投档缺额时即进行投档。

平行志愿投档时，同分考生志愿相同怎么办？
针对这一情况，各省份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

但一般会采用比较部分科目成绩的方式“二次排
序”，甚至“多次排序”。

以辽宁为例，辽宁省招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普通类考生成绩相同时，将依次按语文数学两科
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
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再选
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
同，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
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在查询到录取结果前，考生和家长最担心的
莫过于志愿会否滑档。

“每年考生填报志愿时，都会出现一些院校专
业报考人数较多、一些院校专业报考考生较少的
情况，那么就需要进行专业调剂。”广东省教育考
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当考生所填的专业分数不
够，又没有选择服从调剂的时候，招生院校就会按
照招生章程进行退档。

一旦滑档，考生还可以填报征集志愿。
“填报征集志愿可以增加录取机会。”这位负

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提高考生志愿满足率，对每个

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都将全部采取公开征集志
愿的办法补充生源，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
可以填报征集志愿，各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和录取
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

如何第一时间知道录取结果？
据了解，每个批次的院校录取要经过“投档”“阅

档”“审核”等程序，院校完成录取有一定时间周期。
一些地方的考生可以在网上查询自己的录取轨迹。

“某批次的院校录取轨迹要在本批录取工作
开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才能陆续查到。”重庆市
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一般有三种情况，一
是没有任何轨迹信息，表明考生成绩未达到院校
调档线未出档，或录取工作未结束；二是轨迹表明
已经“录取”并注明“录取专业”；三是轨迹表明所
报院校已经“退档”，并注明有“退档原因”。

多省份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可登录指定网
站查询录取轨迹等情况，也可到地方招考机构进
行查询；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通过上述查询渠道
或高校官网进行核实和确认。

（新华社周思宇郑天虹王莹）

历史的千年

驾车沿雄安新区主干道海岳大街一路东行，
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路向南拐，就来到南阳遗址考
古发掘现场。

“这是南阳遗址小城的城墙拐角。”6月13日，
在南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南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研究馆员雷建
红走下一处探方，和同事探讨着这处古城的用途。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极为重要的一处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了雄安新区的千年历史。这
座城址的发现，让战国时期燕国都城“易”（城市
名）逐渐浮出水面，也让燕赵文化更加厚重出彩。

连续性，是文明一脉相承的体现。“雄安新区
区域历史文化脉络从近八千年前到现在连绵不
断，传承轨迹清晰，尤其战国和汉代的文化遗存最
丰富。”雷建红介绍，南阳遗址是雄安分布面积最
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考古调查发现，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为核
心，规模宏大的“大南阳遗址群”，自龙山时代延续
至宋金时期，其中晾马台遗址考古勘察发现龙山、
西周、晚商时期文化遗存，填补了雄安西周时期考
古的空白，完善了白洋淀区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时
空框架体系。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7年多来，考古工作者努
力去寻找“历史的千年”，是为“未来的千年”寻觅
成长的钥匙。如今，8座古城遗址、263处文物遗存
点、4000多件文物打开了通往历史的“穿越之门”，
为复原雄安历史文化演进脉络、探寻雄安千年历
史文化积淀提供了实证资料。

华丽的转身

6月 13日，雄安新区容城县白龙遗址工作区
内，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
任佟宇喆正在系统梳理去年以来的考古工作，着
手撰写考古报告。

佟宇喆介绍，白龙遗址地处华北地区中部太
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和东部冲积平原一部分的白洋
淀地区，即环白洋淀地区的平原地区。周边区域内
先秦时期的遗址有较多发现，与白龙遗址同时期
和同文化属性的文化遗存也发现较多。白龙遗址
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有一定的延续时间，为近年来
河北地区夏商时期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于了
解该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深入分析
河北地区夏商时期文化格局，以及商文化研究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走出白龙遗址工作区，佟宇喆指着北侧200米
处一个施工现场说，那里就是正在建设的雄忻高
铁，以后乘客坐着高铁就能看到这处历史遗珍。

一边是历史，一边是未来，两者遥遥相望，却
又融为一体。

7年多时间，雄安新区坚持考古先行，“先考
古，后出让”，把文物保护工作由“不可知”变为“早
规划”，助力雄安新区建设有序高效推进。

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往往是从挖第一铲土
或动第一块砖时，就已把文化深植其中。在雄安新
区，考古勘探发掘环节在土地出让之前进行，经费
由各级政府承担，建设单位“拿地即可开工”，这不
仅减轻了经济成本，还缩短了建设工期。坚持考古
先行，为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考古依据。

为城市留住“根”和“魂”的，除了考古遗址、遗
迹，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心里积聚的
深厚记忆。自2018年起，雄安新区启动“记得住乡
愁”专项行动计划，一批承载着新区人民集体记
忆、凝聚着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遗存被登
记造册、建档存证，其中包括老房子、老树、老井、
老磨盘、老厂房等。据统计，雄安全域登记在册的
物质类乡愁保护点总数达到2500余项。如今，它们
身上多了“乡愁保护点”的牌子。

未来的千年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雄安考古跨越淀泊，穿越时空，探索过往，承

启未来。当下，这场历史与未来的对话还在继续。
南阳遗址向南走200米，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区

的在京“双一流”高校项目正在有序施工。“从西向
东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
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雷建红对眼前一溜
排开的项目施工工地再熟悉不过。这些项目开工
前，他和同事们对土地进行过考古勘探，曾发现几
处古墓葬，经过评估，文物部门在科学发掘和提取
资料后进行回填，为目前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南阳遗址所在的这片区域，是雄安新区起步
区的中心地带。在这片以文化“软实力”做建设“硬
支撑”的黄金地段，疏解高校、医院、企业等项目正
在或即将到来。

让世界透过考古这扇窗领略“未来之城”的独
特魅力，是一座新城对历史和未来最动听的呼应。

依托前期考古成果，南阳遗址现场开展了多
次公众考古讲座、体验式活动，专业考古工作者向
公众介绍考古基本知识与新发现，带领大家参观
雄安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组织雄安新区中
小学师生体验野外考古发掘工作方法、内容，增进
公众对考古学和文物事业的了解。

“看到南阳遗址西边那一大片空地了吗？以后
那里将建起南阳遗址考古公园。”沿着遗址旁的小
路前行，雷建红畅想着雄安考古的未来。他深知考
古学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
坚强支撑，因此，对于南阳遗址考古公园的建设满
怀憧憬和期待。

“南阳遗址对揭示燕赵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
内涵意义重大，遗址考古公园的建立能够让越来
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认同，增强文化自信。”雷建红说。

更让考古人欣慰的是，遗址考古公园建成后，
现在“沉睡”库房的上万件历史的珍贵馈赠——雄
安文物，将能在它们的发掘地被“唤醒”，融入雄安
新区城市空间塑造，让公众更真切地认识到“未来
之城”历史的深厚、文化财富的宝贵。

知往鉴今，面向未来。今天的雄安新区，正站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向上生长。

本报讯（豫文）“儿童友好地，快
乐光山行”。7月5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二届乡村儿
童艺术嘉年华在信阳市光山县司马
光大剧院开幕。

本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持续
以“在艺术的田野上一起奔跑”为主
题，自7月5日开始至28日结束，历
时 24天。汇集了戏剧演出、文艺晚
会、艺术展览、体育比赛等一系列体
验感强、参与性高的特色文旅活动。

活动现场，大鼓表演《茶山少年》
青春洋溢、激情迸发，小朋友可爱俏皮
的舞蹈表演《我骄傲》令人忍俊不禁。
光山县作了精彩的文旅推介，并诚挚
邀请大家向“光”而行，再续儿艺之约，
到光山欣赏北国江南的山水风光，感

受豫风楚韵的历史风华，体悟革命老
区的铮铮风骨，领略大别山区的乡土
风情，体验儿童艺术的时尚风采。

借助第二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
华举办的契机，光山县将进一步推动
儿童艺术创新发展，让儿童青少年艺
术活动扎根乡村，打造独具特色的儿
童艺术养成、儿童产业汇聚的文旅品
牌项目，持续走稳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的好路子。

此外，第二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
华“乡村艺课”青少年创意设计（装置）
展于7月6日在光山县滨河北路“三馆
一中心”的文化馆展厅开展，该展览由
中国美术学院联动全国60多所乡村
学校，组织6000多名学生共同创作了
15组装置作品，展品超1万件，为孩子
们打造了一座梦幻般的艺术殿堂。

本报讯（李娇俨 牟书瑶 李恬怡）
近日，由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发现杭州——
2023年度杭州考古成果展”在浙江
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西湖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汇聚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2023年考古出土新发现及部分
历年出土的精品文物317件（组），通
过解读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出土
文物，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城市的
发展和变迁。

近年来，浙江考古硕果累累，在
考古人的手铲下，杭州这座城市古今
重叠的文化面貌被梳理得更加清晰。
丰富的物质遗存，呈现给观众一幅生

动而独特的历史地理画卷。
展览按照时间顺序分为5个单

元，介绍了2023年杭州考古的十余
个新发现。其中，萧山沈家里遗址和
桐庐沈家畈遗址都发现了良渚时期
的石器加工场，是反映钱塘江流域史
前石器工业遗存面貌的重要代表性
遗址；昇光遗址、金家浜遗址发现了
商周时期的聚落，为深入研究浙江乃
至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黄泥坝
汉代墓葬、杭氧遗址、余杭古城遗址，
分别代表了墓葬、聚落、城址3个类
型，将这些遗迹点连接起来，一座城
邑的活动轨迹便生动地浮现出来。

“未来之城”的千年回响
◎ 曹铮

高招录取那些事儿看这里

作为河北古文化遗存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雄安新区的文物数量多、埋藏深且年代跨度

大。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历史画卷缓缓打开，一处处文化遗存经由考古而愈加鲜活、明

晰，接续着“未来之城”的千秋文脉。

7月8日，2024第二届“塘桥杯”太仓市和美乡村三人篮球赛（“村BA”）在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塘桥村开赛，16支乡村篮球队参
赛。赛场上，球员展开激烈争夺，共同演绎“村BA”的火热激情（大图）；赛场外，村民在喝彩助威的同时宣传文明风尚，展现和美乡村
的魅力（小图）。 计海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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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城市古今重叠的文化面貌
2023年度杭州考古成果展开展

第二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在河南光山开幕

本报讯（罗海韵 陈云鸽）全国首
部AIGC生成式连续性叙事科幻短
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于7月8
日在抖音平台与观众见面。该剧的打
造基于四川省电影局2022年立项的
同名电影，是2024年立项公示的全
国重点微短剧，也是传统影视公司与
AIGC视频产品首次联合开发的AI
科幻短剧，由博纳影业出品制作，抖
音联合出品。

据悉，7月 8日，第一季12集短
剧率先发布先导片，从7月9日开始，
每天1集与观众见面。博纳影业制作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是古蜀文
明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
独特的地理环境，博纳希望通过影像
创作，将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通过这部短剧将古蜀文明推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
据透露，在进行技术展现的过程

中，博纳影业的相关团队通过实地考
察、专家调研和史学研究等，确保创
作的深度和关键细节的准确度，“史
学研究是我们格外重视的一项工作，
实地考察和专家调研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古蜀文明的独特之处。”

作为连续性剧集，制作团队把AI
当成一个“合作者”，运用人机共创的
形式创作出这部生成式影剧，对此，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周文表
示，四川在内容IP的长线开发方面有
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围绕三星堆打
造古蜀文明的影视IP，将成为四川极
为耀眼的名片。“短剧的未来前景十
分广阔，不仅有易传播、受众多的特
点和优势，而且极具商业价值。”

全国首部AI科幻短剧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定档

（上接A1版）
截至目前，内蒙古已经创建13个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0个“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别看这种子比芝麻还小，每公斤却
能卖到六七千元。”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王爷地肉苁蓉产业治沙示范基地，负责
人魏均捧着手里的苁蓉种子介绍道。

寄生在防沙植物梭梭根部的肉苁蓉
有着“沙漠人参”的美誉。与乌兰布和沙
漠鏖战75年，为世界荒漠化防治贡献出

“系统防护，全域治理，科技赋能，产业
支撑”的磴口模式的磴口县，将肉苁蓉培
育成当地重要的特色沙产业，吸引20多
家民营企业投资兴业。

不止磴口县，向沙漠要效益，向森林
草原要食物，内蒙古不断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群众吃上了“生态饭”。

鄂尔多斯市在库布其沙漠的北缘、
黄河的南岸规划建设长400公里、平均
宽5公里的“光伏长城”，通过防沙治沙
和光伏一体化工程的推进，让黄沙变“绿
野”、变“蓝海”，实现生态、生产、生活

“三生”共赢。
阿拉善盟以苁蓉、锁阳特色沙生植

物资源为依托，推广“规模种养＋产品研
发＋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发展模式，延
伸驼、沙产业链。2023年驼产业链产值
20亿元，养驼户均增收2.5万元；林沙产
业产值 100 亿元，农牧民人均增收
28292元。

兴安盟积极构建以生态农牧业、生
态旅游业为支撑的绿色产业体系，率先
发布全国首个域牌形象“兴安岭上兴安
盟”，全盟生态产品总值达4718.7亿元。

绿色低碳转型 建设亮丽北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问题归根
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把握
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
关系，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是解决生态问

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必答题”。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
锚定“双碳”目标、扛起“双重”重任，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高质量
发展步履铿锵。

走进乌兰察布各个铁合金工业园，
与传统铁合金产业的“傻大黑粗”不同，
目之所及是干净的厂区、科技化的自动
生产线，闻不到什么异味儿。

合金材料产能居全国第一的乌兰察
布，面对曾经高污染高耗能的铁合金产
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落后产能、增质
量效益、降污染耗能、提后劲活力，终迎
来铁合金产业“脱胎换骨”，实现了由

“黑”到“绿”的华丽变身。
乌兰察布市的探索，正是内蒙古在

“双碳”背景下，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生动
实践。

近年来，内蒙古陆续出台科技、能
源、工业、交通运输、住建、农牧等17项
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制定氢能发展、
能源保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等9个方面的配套政策措施
……制定“路线图”，倒排“时间表”，挂
起“作战图”，减污降碳推进加速，现代
化产业体系构建加速。

据初步测算，2021至2023年，扣除
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全区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12.5%，完成“十四
五”目标进度的82%，以年均1.5%的化
石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6.1%的
GDP增速，统筹节能降碳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
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人人行动
起来，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北疆大地天
更蓝、水更清、地更绿、景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