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步履不停跨越永无止境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9）班 邵嘉倪

提到“跨越”，你会想起什么？或许，你会
想到“亚洲飞人”苏炳添冲过终点线的瞬间，
在欢呼声中，步伐铿锵不改坚定；或许，你会
想到再次点燃在北京鸟巢上空的奥运圣火，
在世界聚光灯下，光芒璀璨更彰国力；或许，
你会想到2022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在
民族复兴的浪潮里，经济发展星奔川骛。北
京被誉为“双奥之城”的今天，我们不仅在赞
美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是在拥抱中国国
力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不仅在肯定过往的
辉煌，更是在期许新一代再次走向新的跨越。

覃思之：历史发展沧海波澄，中国在几代
人的持续跨越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见证着民族自信的重
建。然而，历史是一场接力赛，08奥运不是终
点，而是新的起点。十几年间，后浪接过接力
棒，负笈担囊，扬鞭奋蹄。跨越，再跨越，于是，
有了“天眼”探空、“蛟龙”探海、“粒子”探微，于
是，有了2022年冬奥会的再度绽放。

明辨之：时代风浪波诡云谲，当代青年的
跨越之路，不乏泥潭与荆棘。现实世界中疫
情肆虐，为青年实践的跨越设下了障碍；网络
空间中“躺平”“摆烂”阴风习习，为青年思想

的跨越布下了泥潭。困难不可否认，但青
年跨越的信心依旧澎湃，我们就像高尔基
笔下的丹珂，在幽暗的森林间穿行，用燃烧
的心照亮通往原野的路。正如李大钊所言：

“无困难之字，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
雄飞。”

笃行之：时代之巨轮巍巍向前，吾辈当步
履不停，以昂扬之姿态继续跨越。新时代的号
角已经吹响，新时代的青年已经出发，在奥运
赛场上，00后小将全红蝉惊艳赛场，杨倩勇夺
首金，谷爱凌狂揽金牌，成为现象级的新榜样，
难道不正是一个青年跨越之姿的最佳缩影
吗？还在犹疑的青年，还蜷缩在温室的青年，
难道不该听听这号角声，以自身之进步融入这
滚滚向前的时代春潮吗？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跨越。时代各有不同，
青春一脉相承。青年既身处自身跨越的关键
时期，也身处民族跨越的重要阶段，当踔厉奋
发，当久久为功，当步履不停，当笃行不怠，当
以自身的跨越助力祖国的跨越，当以澎湃的
热血灌溉五月的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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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问政概况
5 月 30日～6月 5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接到诉求 315

件，各职能部门回复 285件，办结 226件。其中，环境问题类诉
求最多，占总量的 21%，公共设施类占 18%，疫情防控类占
16%,物业管理类占 14%，教育公平类占 12%,医疗保障类占
10%，交通出行类占6%，其他诉求占3%。

郑在抗疫

5 月 29 日，张先生向“郑在抗疫·一帮到底”平台发来紧
急求助，“我母亲今年 74岁，刚出院急需肺部药物，但是却买
不到……”

张先生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便向平台发来求助。平台工
作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后，迅速上报至郑州市卫健委。

平台工作人员得到回馈，氨溴索雾化药品只在医院销售，
求助人可前往郑州市中心医院开具处方购药。“我已经买到药
了，真的非常感谢！”29日晚，张先生特意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已回复热帖

1.网友发帖：社区高楼外立面瓷砖脱落险砸伤居民
中原区六厂前街 17号社区 48号楼北面违建高楼瓷砖脱

落，砸坏多个车辆，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妥善处理。
秦岭路办事处前街社区回复：社区接到居民反映后，联系

了锦安居12号楼归属单位，告知其情况并开出整改通知单。社
区工作人员放置警戒线及张贴警告标语，积极与开发商沟通协
调，已经做出了整改方案并开始对外墙进行修护。

2.网友发帖：绿水路急需进行公交站位调整并增加公交线路
绿水路公交站位太少，且分布不合理。仅有一趟 251路公

交车，线路太少，群众出行很不方便。
郑州公交集团回复：当前正在对南三环至南四环主要道路

空白区域进行排查调研。根据反映的情况，将重点对该区域进
行走访查看，并结合实际客流以及空白路段通行等情况进行线
路规划。

3.网友发帖：兴华南街政通路西南窨井污水外流
兴华南街政通路西南角窨井污水外流，多次报修，未能彻

底解决问题，请处理。
淮河路街道办事处回复：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查

看，并联络道路施工方进行维修，查找问题并解决，目前已不存
在污水外流情况。今后将密切关注此问题。

网友盼回复

1.群英路 12号为近年新建小区，2020年交房。2021年小
学划片、小升初划片，群英路 12 号均不在金水区教育局名单
上。我现在要咨询的问题是：群英路12号是否已经更新在教育
局名单上。 （2022年5月27日发帖至金水区）

2.锦豪园为什么天热起来了就连着几天都是停水，回家洗
个澡都没法洗。 （2022年5月26日发帖至巩义市）

3.白沙镇敬业路与青年路交叉口向东 200米路南，一家饭
店门口搭个大舞台，每天晚上表演，一直到很晚，严重影响周边
居民的休息。 （2022年5月31日发帖至郑东新区）

心通桥指数
（5月30日~6月5日）

强能力锻作风优服务促发展

为营造“能力作风建设年”结果导向、狠抓落实的浓厚氛
围，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发挥郑州市网络行政
平台的作用，广泛倾听群众呼声，心通桥开设“强能力锻作风
优服务促发展”心通桥指数专栏，盯紧“急难愁盼”问题，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

2022 年高考于 7 日拉开帷
幕。印刻时代记忆、承载个人体
验的高考作文题依然备受瞩目。

7日上午举行的高考语文考
试共有7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
考试院共命制全国甲卷、全国乙
卷、新高考 I卷、新高考 II卷 4套，
北京、天津、浙江自主命题3套。

从今年的作文题中，能读出
哪些考查重点与教育风向？“新
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
解读。

高考语文试卷：

时刻关注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
语文，是高考首场考试科目。今年题目难

不难？未来语文学科学习应该关注啥？郑州
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语文备课组长鲁智瑛
坦言，试题紧扣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加强了
对学生理想信念、生活习惯、科学素养、家国情
怀等方面的综合考查。

鲁智瑛说，今年高考，河南考生用的是全
国乙卷，总体上来说，语文试卷紧密联系学生
日常生活实际、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情
境的时代性，同时深化基础性，加强开放性问
题设计，在现实情境中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和关
键能力发展水平。

试卷结构持续稳定，各大模块分值不变。
论述类文本、实用类文本、文学类文本和古代
诗文阅读还有作文模块题干设置、主观客观试
题分布、考查知识点保持大体稳定。最大的变
化是语言文字运用部分，全部设置为主观题，
和去年相比，选择题减少了9分。这个变化回
归了语言表达的应用功能。尤其是成语填空，
要求学生灵活地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
积累，能根据具体情境正确地遣词造句，准确
地表情达意，有效完成交际任务。

语文试卷在注重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更
加关注科技进步，贴近学生生活。举例来说，
全国乙卷实用类文本阅读用三则材料介绍了
科学家对雪花六瓣原因的探索和雪花形成的
物理学知识，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科学问

题，养成良好的科学观察习惯，运用科学思维
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鼓励学生拓宽学术视
野，重视学术前沿，关注国家科技进步，增强道
路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同时，试卷注重考查青年学生对当下社会
和生活的感知能力。青年人不读书不行，读死
书不行，不思考不行，不闻家国事不行。语言表
达II中所选材料为对“眼中风”疾病的讲述，关注
学生身体健康。另外，作为当代青年，切不可

“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时刻关注时代发展与社
会进步，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不辱使命努力前
行。例如，全国乙卷语言表达I的选材是对小镇
相馆的回忆。过去的相片里有对生活的热爱、
对美好的品味。回首过去，我们感慨万千；立足
今日，我们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展望未来，我们
引吭高歌，一路欢笑。这里有时代跃进的脚印，
有国家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车轮。每一个青年
人都应厚植家国情怀，憧憬美好未来。

全国乙卷的古代诗歌阅读选用王勃的《白
下驿饯唐少府》，试题要求学生将其与教材所
选的王勃的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进行比
较。高考就是如此，来源于课堂，又高于课堂，
这也是高考呼应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深化基础
性考查的有效体现。这种考法，可以很好地体
现出课堂教学成果，展现教学与应考的衔接，
知识与能力的契合。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张勤

高考作文：

聚焦社会热点
突出家国情怀

高考作文新鲜“出炉”，本报第一
时间邀请省会高三一线名师，针对今
年河南高考作文试题进行解析。老
师们认为，总体而言，作文题目切合
社会热点话题，审题难度不大，注重

“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引导学生关
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自我。

河南省实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省特级教师宋文峰表示，2022 年高
考作文材料用四个字概括为“双奥之
城”。通过材料信息，考生应当关注
到三个着眼点和两个关键词。其中，
三个着眼点包括：体育事业蓬勃发
展、国家跨越式发展以及青少年自身
的成长发展。两个关键词则落脚在

“感受”和“融入”。
宋文峰说：“感受，指的是身为青

少年，从 2008年到 2022年，结合 14
年间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受中国各
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做个时代的见证
者。 融入，着眼未来思考自己这一
代青年人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
使命，为了民族复兴大业需要做出哪
些属于自己的贡献，要融入到祖国未
来发展的大潮之中。总体来说，今年

的高考作文，从立意上基本没有难
度，考生基本不会出现跑题的情况，
但是偏题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高考作文如何才能拿高分？郑
州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备课组长郭
栋坦言：“作文命题聚焦立德树人，
紧扣奥运热点，利于考生用积累的
语文学科知识写出作文。突出家国
情怀，小我融入大我和时代。可横向
构思行文，即从体育发展到国家发
展再到个人发展；也可纵向构思行
文，从 2008 到 2022 再到未来，在这
个时间的纵轴中，包含了国家和个人
的跨越。”

老师们认为，结合近几年的高考
作文题目，考査的都是学生的家国情
怀、人文素养和语言运用能力。这
意味着学生们在日常的学习中，不
仅要锤炼自己的写作技巧、丰富自
己的文学积累、提高自己的语文素
养、拓展自己的人文视野，更要培养
自己的家国情怀，只有这几种素质融
为一体、综合运用，才能够应对高考
作文的挑战。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勤

2021年末全国就业
人员达74652万人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 姜琳）7日发布的 2021年度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46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6773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
就业总人数的22.9％；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9.1％；第三产业就业人
员占48％。

该公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与往年的数据相比，全
国就业人员在 2017 年达到 77640 万人的高点后，开始逐年下降。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从 2018年、2019年的 28.2％逐步回升至
2021年的 29.1％。

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 691万人，增
长 2.4％。其中，本地农民工 12079 万人，增长 4.1％；外出农民工
17172万人，增长1.3％。

2021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69万人，545万城镇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83万人。202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104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96％，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2021年全年，全国共帮助4.4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
一人就业。

河南省教育装备
博览会下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成燕）学习、交流；引领、提升。记者昨日获悉，7月
15日至 17日，“2022年河南省教育装备博览会”将于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展示教育装备新产
品、新技术；充分发挥装备对教育的支撑、引领、重构和服务作用……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省教育厅指导，省教育资源保
障中心支持，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海信独家冠名。博览会规模
宏大，将全面展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
育5大板块所需的教育装备产品和服务。

围绕这 5大板块，参展产品将涵盖实验室设备、功能/学科教室
设备、STEAM教学设备、音体美卫器材、信息化设备及教学软件、网
络教育资源、职教实训设备、学校后勤设备及用品、幼儿游艺器材及
儿童玩具、教育服务与培训资源、图书、挂图、学生校服等教育全产业
链条。

博览会期间，主办方将举办教育装备数字融合应用创新高峰论
坛、新时代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装备发展论坛、新时代学前教育装备
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第十九届河南省中小学幼儿园自制教（玩）
具暨学生科技创新小制作小发明评选活动省级评选也将启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发布教育装备团体标准，此
外，还将有一场以“新时代·新风尚”为主题的河南省校服设计大赛。
这场校服设计大赛，定能充分发挥聚合作用，全面构建“教育装备＋”
新模式。届时，除参加论坛的嘉宾外，博览会还将吸引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教育局及众多高等学校、厅直属单位（学校）等教育行业大
咖前来观摩。

关注关注 20222022高考高考

有哪些命题关键词？
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围绕时代奋

斗、生活哲思、文化经典展开。
高考作文题多次直面时代重大事

件。今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等主题进入命
题视野。

全国乙卷结合“北京：双奥之城”的材
料，要求以“跨越，再跨越”为主题写一篇
文章，体现感受与思考；新高考 II卷的作
文题，要求结合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人物
典型，以“选择·创造·未来”为题作文；浙
江卷则关注创新驱动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全国乙卷
作文围绕“双奥之城”组织信息，以表格和
数据的形式，直观呈现我国综合国力的跨
越式发展，激发爱国热情，引导学生体会
冬奥精神的深刻内涵。

专家认为，近几年作文考题的一大趋
势，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与现实生活，且
结合得越来越巧妙。学生关注国家与时

代发展的动态，就会有更多发挥空间。
有的作文题目更强调结合个人体验

书写对生活的感悟。比如，天津卷的“寻
常烟火，就是最美的风景”，全国新高考
Ⅰ卷着眼围棋中“本手、妙手、俗手”的启
示意义等。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材料强调
“本手”的“合乎棋理”和“功夫扎实”“理解
深刻”，意在启示一线师生，基础不是知识
的简单记忆，不是技能的机械训练，而是
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掌握融通，阐明目标
远大和磨砺功夫、基础扎实和创新创造的
辩证关系，引导学生遵循认知与能力培养
的基本规律，守正而后创新。

此外，对经典与传统的重视也充分体
现在高考作文中。全国甲卷以《红楼梦》
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为材料，请学生结
合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篇文章。北京卷
的“学习今说”，也从古人的“学不可以已”
谈起，思考现在对学习的理解与古人的异
同之处。

侧重考查哪些能力？
如何具备家国视野与时代精神，已成

为青年一代的必答题。
“共青团成立百年是今年的热点话

题，这种出题思路对高中生关注时事能起
到引导作用。”辽宁省特级教师赵志彦
说，作文题目强调青年人的使命和担当，
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奋斗精神，
这也一直是平时学校教育、语文教学等关
注的重点。

逻辑思辨与表达能力依然是考查重
点，且难度有所提高。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部分题目在设
置上难度有所提高，对学生综合联想、材
料理解和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曾一鸣
说，近几年，作文题的哲理意蕴加深，更
加强调对学生语文素养、综合表达等能力
的考查。

辽宁省本溪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
夏冬梅说，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
课程，应着力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语言
文字的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将培育核心
素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同时，对人文知识的考查，也进一步
从熟悉背诵向灵活运用转变。

曾一鸣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查经典
与文化，比如《红楼梦》这个题目，如果对
古典文化知识掌握得比较好，就会更充分
理解和分析材料，表达得更到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说，全
国新高考 II卷作文题中，“科技发展、文化
传承、创新精神”是材料隐含的关键词。
自命题作文能考查出学生的思想深度，更
为作文素养好、阅读底蕴厚、思辨能力强
的学生提供多元的思维空间，凸显语文学
科的育人价值，真正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
和关键能力。

透露语文教育哪些趋势？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说，梳理近

6年的课标卷作文题目不难发现，家国情
怀、时代精神、生活哲理、文化传承等主题
反复出现，“这些均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必
须具备的思想基础”。

——学会书写时代与国家主题。
引导学生更加关心时政是近年来的

命题趋势。高考作文如同社会微缩景观，
映照出鲜明的时代图景。

如近年来的北京卷作文题，更加强调
青年与时代家国的联系。从“我与民族英
雄过一天”“共和国，我为你拍照”到“新时

代新青年”“论生逢其时”……这一趋势旨
在引导学生更多从“小我”的世界中走出，
扩展家国视野、思考时代命题。

——懂得传统与现代融合。
不难看出，作文题也更加重视对传统

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从取材古代文化典
籍到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骘，从“文明的
韧性”到“中国味”，这些题目要求学生深
化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核的领悟，而非停留
于浅层论述。

同时，彰显国家科技发展、时代风貌
的主题更多走入高考作文，如“虚拟与现
实”“科学与强国”等。

专家表示，这要求学生既要品经典、
咀英华，又要保持开放性，于感悟中传承
与弘扬。

——具备一定思辨能力。
近年来高考作文中思辨与说理的比

重在增加。如“幸存者偏差”“物各有性”
“得与失”等题目，都在强调哲学思辨与多
维视角。2020年的 11道作文题中，至少
有4道与思辨有关。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丙
奇认为，一方面，材料作文在命题上逐
年成熟；另一方面，给定材料的范围在
不断扩展，为学生进行思辨和表达提供
了更充分的空间。学生应在平时学习中
培养开放性思维，独立思考，建立观点，
敢于质疑。

——拥有丰富真挚的情感。
多次参与高考阅卷的王大绩认为，写

作考查作文，更考查做人。能够打动阅卷
人的往往是能写好熟悉生活，表达真情实
感的作文。“一篇作文要想获得阅读者的
青睐，总要让人获得一点儿知识、思想、启
发、愉悦、美感……”王大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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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作文题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戢鳞潜翼奋力跨越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11）班 张田耘

2001 年，无数中国人为北京申
奥成功欢呼振奋，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的精彩惊艳世界，2022 年在北京
开幕的冬奥会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
的自信。这不仅是一次次体育赛事
的跨越，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跨越，
更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新时代的
跨越。而青年作为时代浪潮最汹涌
的后浪，我们不惧挫折，我们不怕挑
战，我们不苟安于既有成就，不管前
路为何，我们奋力跨越。

奥维德说：“勇士是在充满荆棘
的道路上前进的。”而中国则是在乱
石遍地的路途上一再跨越的。细想
2008 年，我们不仅有北京奥运会这
样的高光时刻，也经受了汶川大地
震的伤痛，但我们不曾被种种挡路
石呵退，我们前行的步履，就是对挫
折的回击，是对阻拦的跨越。彼时
我辈正当孩提，而今回望，除了骄傲
和自豪，更应当用行动在自己的青
春赛道上跨越，在祖国的奋进时代
写就新篇章。

雨果说：“所谓活着的人，就是不
断挑战的人，不断攀登命运险峰的
人。”而中华民族则是在挑战四伏的
棋盘上一再跨越的。不满足于解决
温饱的现状，我们渴望实现全面小

康；不满足于局部发展，我们开展地
区帮扶；不满足于单纯经济数据的增
长，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在世界棋局上屹立千年，中华
民族依然活力满满。作为民族的新
鲜细胞，青春之你我当如谷爱凌，勇
敢地挑战更高的目标与自我；当如柯
洁，坦然地接受与享受挑战，肆意地
跨越，不管是否会摔倒，我们永远有
站起来的勇气，我们永远有奋力跨越
的豪情。

爱因斯坦说：“踏着过去的脚
印，不会增加新的脚印。”我辈青年
不应只享前人创下的辉煌，当和光
同尘，与时舒卷，跨越，再跨越！当
我们乘着快捷舒适的中国高铁，当
我们享受着中国发达的信息网络，
当我们欢呼着中国奥运健儿的胜
利，我们当感受到内心的自豪、血脉
的偾张，我们不能空为已有的成就
自豪，而该着手去为那更加灿烂的
未来奋斗。“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
鳞潜翼，思属风云”是古语，更应该
是当下青年应铭记于心的座右铭。

用力活着，才有分量；不断跨越，
才能抵达。愿青年与国家同呼吸、与
时代共成长，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跨
越千山万水，追寻卓越天空。

郑州名师点评

一起来写高考作文

跨越，再跨越！2022年河南高考作文题目一出，不少中学生纷纷拿起笔，写下了
自己心中的“双奥之城”和他们的梦想，本报采撷一二，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