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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铃响起，笔落下，又是一年高考季。
6 月 9 日，全国大部分地区结束

2024 年高考。今年，有 1342 万考生报
名高考，人数再创新高。

年年高考。今年的高考有什么不
一样？

“上新”的高考试题里门道很多。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今年
扎实推进考试内容改革，注重考查学生
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激
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引
导培养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

考能力，直面“解决问题”——
“下面的文字是一位老奶奶在医院

看病时的自述，不够简明扼要，不利于
和医生高效沟通。请对这段自述进行
缩写。”

这是今年语文全国甲卷考查特定
语境下交流能力的一则题目。考题明
确的应用导向，充满新意。

海面上货船和灯塔的位置关系，背
后蕴藏着解三角形的数学方法；生物试
题以合理使用消毒液减少传染病为主
题，鼓励学生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困
惑……

将对知识的考查“种”入思维、情
感活动中，要求年轻一代更善于将所
习得的知识、经验、方法等融会贯通，
迁移转化运用，为将来的全面发展“筑
基培土”。

考思维，创新拒绝“套路”——
人工智能、“嫦娥”奔月、大国重

器……面对科技大潮奔涌，更需要“不
走寻常路”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

数学上海卷选择题以沿海地区气
温与海水表层温度的统计关系为切入
点，将重视科学素养纳入考生视野。物
理新课标卷则以三位科学家在发现和
合成量子点方面的贡献为素材，展现不
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
今年高考的一大宗旨，就是通过展现国
家科技发展成果、加强科学实验考查等
方式，鼓励学生了解科研方法、培养科
学精神。

一位一线教师认为，试题的开放
性，给了“05后”展现自己辩证思维与探
究能力的空间。

考素养，培养文化自信——
今年高考考期，恰逢端午佳节。在

考卷中，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影子。

增文化自信。语文新课标Ⅱ卷阅
读材料节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当代作家孙甘露以党的历史为背

景创作的小说《千里江山图》，语文全国
甲卷介绍古建筑科学修缮的方法，数学
天津卷几何题涉及古籍所载的“割补
法”……考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加深文化
底蕴。

品交流互鉴。英语新课标Ⅰ卷选
取的语篇介绍了英国“丝路花园”，体现
了古丝绸之路对英国园林艺术的影响。

知生态保护。生物全国甲卷以濒
危物种的保护为例，引导学生树立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自觉。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专家表示，
要继续充分发挥考试的育人导向。

一道道新颖的试题在筛选人才的
同时，如指路灯盏，烛照和引领学生树
立正确价值观，涵养隽永思想。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
看来，高考并非改变人生的唯一选
择，只是人生的一个站点。一个人能
否成才，在于他的实际本领。学生们
一路的付出，收获的是面对未来的能
力和勇气。

人们相信，处处留心皆学问，越过
万水千山，必将海阔天空。

新华社北京电

2024年高考题“上新”！有啥不一样？
新华社记者 徐壮 胡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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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始，端午至。老字号氤氲出粽
香，飘满神州大地。

浙江嘉兴，五芳斋产业园早早迎来
一年中的订单高峰。厂房中，裹粽师傅
双手上下翻飞，一个个精巧的鲜肉粽就
这样成为端午佳节很多消费者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滋味。

“五芳斋有 36道古法制作工序，裹
粽是唯一坚持手工完成的。”五芳斋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炜说，秉承
匠心，是对顾客的负责，更是对文化的
传承。

甜粽，是很多北方消费者的偏好。
“以枣粽为例，糯米要粒粒精挑细选，每
斤红枣要控制在 150粒上下，误差不能
超过 5粒。”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石艳
表示，在粽子制作过程中，原料清洗、手
工包制、熟制灭菌等所有环节精准控
制，才能呈现最佳口感。

记者调研发现，虽然各色口味网红
粽子涌现，不少消费者仍习惯到老字号
买粽子，寻找儿时记忆的味道。

端午前几天，北京稻香村“零号
店”，市民胡女士照例光顾。“父母喜欢
咸粽，我喜欢甜粽，但甭管咸甜，买粽子
就认老字号。有这一口滋味，才是传统
佳节！”

老字号代代传承的匠心，和中华民
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就在这各异而又
和谐的滋味中交织，沿着时间长河流向
未来。

时间向前，市场在变，受众也在
变。老字号长盛不衰，靠匠心筑牢基
础，更需要守正创新开路。

小红书上，陶陶居官方账号的多样
化活动成为亮点，其议题设置别出心

裁：“一笔连粽”迷宫、看图作诗等活动
益智而兼具文化色彩，吸引了众多年轻
人在评论区回复，与官方账号形成深度
互动。

陶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打造
年轻化的营销场景，营造更“好玩”的陶
陶居形象，提升粽子等产品在年轻人中
的知名度。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调研显示，国内
粽子消费人群持续上升，年轻群体成为
粽子的消费主力。2024年粽子市场总
量增幅将达到 8%，市场规模达到 103
亿元。

小粽子，大市场。记者调研发现，
多家老字号今年纷纷出招，让“寻味端
午”更精彩——

口味花样翻新。稻香村推出“奶黄
软心粽”，诸老大联名遇见小面推出“微
辣火锅小长粽”。市场上，杨枝甘露、香
菜辣条等独特口味粽子层出不穷，低糖
低脂的乌米粽、紫薯粽等备受关注。粽
香中，多了时尚与健康。

营销丰富多彩。多家老字号开启
线上直播，展示粽子制作工艺；知味观
推出“龙飞粽舞”等主题礼盒，让舌尖上
的香味萦绕传统文化之美……

科技赋能生产。五芳斋打造真空
粽数智化集成工艺示范车间，实现“真
空烧煮灭菌二合一”工艺技术革新，持
续提升粽子产品口感和生产效率，相关
产业链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
碳方向升级。

粽 子 的 产 销 焕 新 ，背 后 是 老 字
号 直 面 消 费 新 趋 势 、新 场 景 、新 需
求 ，创 新 技 艺 、产 品 与 管 理 模 式 的
行动。

“科技助力、文化加持、完善市场布
局……这些都是五芳斋守正创新的方
向，也是很多食品老字号在市场突围
的秘诀。”徐炜说，“下一步，五芳斋还
将通过加强品牌合作、与技术企业合
作等举措，吸引年轻受众，光大中华传
统文化。”

老字号走向未来，也需政策支持。
2024年 2月，按照《中华老字号示

范创建管理办法》的程序和要求，商务
部会同相关部门将 382个品牌认定为
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其中不乏方家铺
子、老盛昌等兼具地域特色与知名度的
饮食品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通过打造更多沉
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持续加强中华
老字号日常管理，深挖老字号文化底
蕴，讲好老字号传承故事等方式，推动
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

各 地 也 积 极 推 出 相 关 政 策 举
措：北京印发《进一步促进北京老字
号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上海扶持老字号企业成立非
遗工作室，四川建立老字号的梯级
培育体系……

政策给力，企业发力，众多老字号
正在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更多有效需求，
在新时代呈现旺盛生命力。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采取
切实措施，推动老字号发挥主体作用，
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魂”，借好先进适用技术的

“力”，加快创新发展，拓展更大市场，满
足更多需求。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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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俞菀 丁乐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顾天成）端午
佳节，正是享用粽子等传统美食的好时
光。中国疾控中心 6月 9日发布健康科
普，提示公众粽子虽美味，食用时也有
健康注意事项。

“食用粽子要注意不宜多食、凉食、
过晚食。”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有关专家表示，常见用于制作粽子的糯
米和黄米都粘性大，少吃美味解馋，吃
多了则不易消化，容易导致胃胀、胃痛、
反酸等症状。对于老年人、儿童和脾胃
弱的人群，建议不要吃太多。

专家提醒，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患
者食用粽子更要注意“浅尝辄止”，以免
引起血糖升高和加重心脏负担；慢性胆
囊炎、胰腺炎患者也不能多吃肉粽、蛋
黄粽等油脂含量高的粽子，以免诱发急
性炎症。

为何还不宜凉食、过晚食？原来，
粽子中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较高，当
其被加热后，支链淀粉会糊化，食用更
易消化，而一旦冷却，淀粉分子间凝固
加强，不容易被消化，从而加重胃肠负
担。端午适逢炎夏，一定要避免吃凉
粽子或直接食用冰箱里拿出来的粽
子。同时，特别不建议晚上多吃粽子，
因为糯米粘度高，可能引发消化不良，
影响睡眠。

端午享“粽”
疾控专家提示这样

吃更健康

6月10日，龙舟队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㵲阳河
上巡游（无人机照片）。当日是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地举办龙舟比赛和巡
游活动。 新华社发 袁福洪 摄

新华社沈阳电（记者 高爽） 眩晕
是一种疾病吗？引起眩晕的原因有哪
些？出现眩晕后要注意些什么？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辽宁省沈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三科主任任莉。

据任莉介绍，眩晕并非一种单独疾
病，而是一种运动错觉。“患者可能会有
旋转、翻滚、摇摆、倾倒、浮沉、颠簸感，
或者头内出现不能准确描述的不适感，
如轻微的不稳、漂浮、运动感。”

任莉表示，引起眩晕的原因主要有
三种：脑动脉硬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小脑梗死、小脑肿瘤、脑外伤、癫痫等
引起的中枢性眩晕；耳石症、梅尼埃
病、中耳炎、突发性耳聋、前庭阵发症、
耳硬化症、药物中毒等引起的周围性
眩晕；高血压病、低血压病、各种心血管

病、贫血、感染、低血糖等内科疾病引起
的眩晕。

由于能引起眩晕的疾病种类多，因
此找准病因是治疗眩晕的关键。“有患
者一起床一躺下就天旋地转，每次眩晕
时间不长但反复发作，经检查确诊为耳
石症，通过复位治疗得以康复；有患者
晨起时感到头晕、恶心，短暂休息后症
状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重，出现呕吐症
状，经相关检查确诊为小脑梗死，通过
溶栓治疗各种症状得以好转。”任莉举
例说。

除了及时就医查找患病根源、对症
诊治外，任莉还建议眩晕患者注意清淡
饮食、保持乐观情绪、注意加强锻炼以
提高抗病能力，同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针对性前庭康复训练。

专家：找准病因是治疗眩晕的关键

这两天，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
不少地区公众也感受到高温“炙烤”，中
央气象台 6月 10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预计 10日至 14日，北方地区的
高温范围将逐渐扩大，且持续时间较
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9℃至4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
本轮高温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华北、黄淮
地区高空受西北下沉气流控制，天空晴
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效果都比
较显著。预计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天
气仍将持续，强度还可能有所加强。

近期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性
强。高温是夏季的“常客”。在气象上，高温
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的天气现象，
连续数天的高温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

9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高温四级应急
响应，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
布今年第一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气象专家表示，遇高温天气，建议

公众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在
衣食住行方面都要有所注意。

穿衣方面要选择易吸汗、宽松、透
气的衣物，宜穿浅色衣服，减少对太阳
辐射的吸收。饮食宜清淡，可适量饮凉
茶、绿豆汤等，不可过度吃冷饮。进出
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适当增
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

高温天气下，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
动，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若需出
行，要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
涂抹防晒霜等，并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
药品；开车要注意检查车况。

若发生中暑，要立即让病人脱离高
温高湿的环境，进行降温、补水。专家
提醒，大量酒精擦浴或掐人中等降暑

“土办法”并不可行，处理不当反而会加
重病情。一旦中暑患者出现神志不清、
昏迷等情况，需将其尽快送至医疗机构
就诊。 新华社北京电

高温橙色预警持续发布

专家提醒注意防暑降温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李恒） 夏季
天气炎热，空气湿度大，对体育锻炼会
有一定影响。老年人如何安全地进行
体育锻炼？专家提醒，老年人要选择适
合自己的锻炼项目，掌握好运动时间、
运动强度，锻炼时要量力而行，才能起
到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效果。

“在通风良好、温度湿度适宜的体
育场馆内进行锻炼是比较好的选择。”
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马钊表示，
老年人要特别注意防暑，不要长时间进
行户外运动；不能在室内进行的锻炼项
目，要选择在气温相对较低的早晚时段
进行。

专家表示，老年人如果有常年坚持
锻炼的习惯，在夏季可以适当减少运动
量；如果以前没有锻炼的习惯，要从每

天 10至 15分钟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循
序渐进增加运动时长和强度。

马钊特别提醒，夏季锻炼时出汗
多，老年人在锻炼前可适当饮用淡盐
水、绿豆汤、白开水等。在锻炼时也
要及时补充水分，喝水时要小口多次
进行。

同时，专家建议，老年人夏季锻炼
时应选择便于散热、排汗的速干类服装
和鞋帽，并在运动后及时更换衣物；锻
炼后不要立即冲凉，待体温逐渐恢复到
常态后再洗温水澡。

夏季也是传染病高发季节。北京
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文斌提醒，老
年人在坚持锻炼的同时，日常生活中也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充分的营养，增强
身体抵抗力。

专家提示老年人夏季锻炼要注意这些

这是6月9日拍摄的渝湘复线高速磨寨乌江特大桥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近日，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渝湘复线高速磨寨乌江特大桥

进入最后一节2米连续梁浇筑施工作业，该桥即将实现全桥合龙。磨寨乌江特大桥由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承建，桥梁全长708米、主跨
296米。渝湘复线高速总里程280公里，平均桥隧比80%。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作为
我国养老金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重
要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
城市和地区先行实施已一年多时
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已经有 6000多万人开通
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发
布的信息看，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包
括理财、储蓄、保险、基金四类。截至
目前，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有762款，
其中储蓄产品 465 款，基金产品 192
款，保险产品82款，理财产品23款。

数据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不
同 年 龄 段 人 群 的 吸 引 力 有 差 异 。
31 岁至 40 岁的中高收入人群是个
人养老金账户开户、缴费和购买产
品的主力军，而吸引他们最主要的
原因是“提前为退休养老做准备”
和“抵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下一
步将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全
面推开个人养老金制度，提高其覆盖
率和缴费水平。

个人养老金
开户人数已超6000万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叶昊鸣）
记者6月9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6月8
日（端午节假期第1日），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为20867.1万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为 1724.6
万人次，水路客运量为 79.1 万人次，
民航客运量为 191.4 万人次。公路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
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
出 行 量 、公 路 营 业 性 客 运 量）为
18872 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
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
量为 15171 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
量为3701万人次。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樊曦
韩佳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6月10日，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159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
列车1071列，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6月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49.1万
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
流高峰，根据铁路12306系统大数据，
灵活增开旅客列车，在客流集中的线
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同时加大旅
客服务保障力度，努力为旅客提供良
好出行体验。

全国铁路
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北京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
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平稳，软件业
务收入3.8万亿元，同比增长11.6%。

值得一提的是，行业利润总额增
速明显。1 至 4 月，软件业利润总额
4314亿元，同比增长14.3%。1至4月，
软件产品收入 9127 亿元，同比增长
8.7%，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24.1%。

在软件业务中，信息技术服务收
入较快增长。1至4月，信息技术服务
收入24983亿元，同比增长13.2%。

1至4月我国软件
业务收入达3.8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近日发布

《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2024 年至 2025

年，通过实施水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和用能设备更新形成节能量约500万
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00万吨。

行动计划还提出，到 2030年底，
水泥行业产能布局进一步优化，能效
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大幅提升，整
体能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能结构
更加优化，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五部门部署水泥
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张泉） 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获悉，该
所科研团队首次获取了青藏高原对流
层大气廓线的连续 3年观测数据，可为
青藏高原天气过程和环境变化研究、恶
劣天气临近预报等提供数据支撑。相
关成果日前在学术期刊《大气科学进
展》发表。

据介绍，大气廓线是指不同高度大
气中的氧气、水汽和其他微量气体的垂
直分布数据。2021年，我国建成青藏高
原对流层大气微波辐射计观测网络，可
在几乎所有天气条件下，进行实时连续
无人值守观测。

“此项研究中，团队利用9个微波辐

射计和 8个无线电探空站，组建了青藏
高原对流层大气立体观测网，首次获取
了青藏高原对流层大气廓线的连续3年
观测数据，并开展了相关分析研究。”文
章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研究员陈学龙说。

“青藏高原对流层大气立体观测网可
精准测量高原对流层大气的温度和湿度，
监测高原对流层大气的水热结构变化。
观测数据除支持开展青藏高原天气过程
相关研究外，还将为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研
究提供支撑。”文章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马耀明说。

据悉，青藏高原对流层大气立体观
测网观测数据目前已对外开放。

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取青藏高原
对流层大气廓线连续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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