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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4日从教育部获悉，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
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
见，从2021年开始推进相关改
革。

近年来，有的艺术类专业
招生规模及专业设置与社会需
求存在脱节现象，还有部分考
生和家长错将艺考作为“升学
捷径”，功利性报考。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明确，
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
艺术学科专业布局，对社会需
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
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推进艺
术专业分类考试，提升省级统
考水平和质量，到2024年基本
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
盖。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
模，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
校考考点。逐步提高文化成绩
要求，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
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
向。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
试、分类录取，是这次艺考招生

改革的一大亮点。教育部有关
部门负责人介绍，从 2024 年
起，对艺术类专业分三类进行
录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
试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
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
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
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第
二类是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
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
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
统考成绩均达到所在省（区、
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
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
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
志愿择优录取，其中高考文化
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第三类是少数组织校考
的高校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
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区、
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省级统考成绩合
格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
要求基础上，依据考生校考成
绩择优录取。

（据新华社）

艺考不是“升学捷径”！
艺考迎重大改革
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
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

教育部官方网站24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进一步深化高校高水
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革，强化
规范管理。

《指导意见》指出，多年来，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取
得明显效果，为探索体教结合
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模式积累了
丰富经验，但在考试招生、在校
管理等方面距离新时代新要求
仍有差距。

《指导意见》要求，有关高
校要紧紧围绕高水平运动队工
作定位，在奥运会、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项目（包括足球、篮球、
排球项目等）范围内，按照教育
部评估确定的项目，结合学校
实际，根据本校运动队建设规
划，确定运动队招生项目和招
生计划。要重点安排群众基础
好、普及程度高、竞技性强的体
育项目。

《指导意见》对于高校高水
平运动队考试招生的报考条件
提出了更高要求。自2024年
起，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

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
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方可以报
考高水平运动队。2027年起，
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
技术等级称号且近三年在国家
体育总局、教育部规定的全国
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者方可以
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根据《指导意见》，有关高
校要结合本校发展定位和人才
培养要求，合理确定本校高水
平运动队录取考生文化课成绩
要求。2024年起，招收高水平
运动队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
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其他高校对考生
的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
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80％。对于体育专业成绩突
出、具有特殊培养潜质的考生，
允许高校探索建立文化课成绩
破格录取机制。

此外，《指导意见》还要求
改进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评
价方式，完善招生录取机制，加
强入校培养管理，加大监督及
违规查处力度。 （据新华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合成生物被专门列入科技
前沿领域攻关的范畴。

据了解，经科技部批准，天津工
业生物所正在牵头建设国家合成生
物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团队的下一
步目标，一方面是继续攻克淀粉合成
人工生物系统的设计、调控等底层科
学难题，另一方面要推动成果走向产
业应用，未来让人工合成淀粉的经济
可行性接近农业种植。

“这是针对重大应用目标实现中
的瓶颈科技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中
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评价。

在科学家眼里，人工合成淀粉未
来如果进入实际应用，不仅能节约耕
地和淡水资源、进一步保障粮食安
全，还将带来诸多想象空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认为，人工
合成淀粉过程中“抓”住的二氧化碳，
若能远多于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可以
进一步挖掘潜力，为碳达峰碳中和做

出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国君举例

说，人工合成淀粉的中间产品，比
如葡萄糖，可发酵生产醇、酸、酮等
平台化合物，广泛用于生产塑料、
纤维和橡胶。

“在社会重大需求中提炼科学
问题，在回答科学问题中取得重要
突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基础研
究。”周琪说。

（据新华社）

我国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

未来有望通过工厂大规模“制造”粮食吗？
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中国科

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一支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
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北京时间24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
发表。

这个突破的“含金量”如何？未来有望通过工厂大规模“制造”粮食吗？记
者跟进采访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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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
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人工合成淀
粉是科技领域一个重大课题，吸引了
多国科学家深入探索，但一直未取得
实质性重要突破。

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天津工业
生物所所长马延和介绍，此次研究
中，科研人员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
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11步反应的
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与人工合成淀
粉新途径。核磁共振等检测发现，人
工合成淀粉分子与天然淀粉分子的
结构组成一致。

相比而言，自然界的淀粉合成依
赖植物光合作用，涉及约60步代谢
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

论文第一作者、天津工业生物所
副研究员蔡韬介绍，实验室初步测试
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速率是自然淀
粉合成速率的8.5倍。在充足能量供

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技术参数推
算，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
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玉米
地的年产淀粉量。

这一突破得到该领域一批国
际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德国科
学院院士曼弗雷德·雷兹表示，将
二氧化碳固定并转化为有用的有
机化学品是一项重大的国际挑战，
本项工作将该领域研究向前推进
了一大步。美国工程院院士延斯·
尼尔森表示，这是利用合成生物学
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若干重大挑
战的惊人案例，将为日后更多相关
研究铺平道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表示，这个
工作是典型的“0到 1”的原创性成
果。神户大学副校长近藤昭彦表示，
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下一代生物制造
和农业发展带来变革性影响。

为“细胞工厂”打开一扇窗

从分子生物学到合成生物学，科
技进步已经让酶的定向改造日益成
熟，并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疫苗开
发、农业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理论
上，大多数食品和石油化学品都可以
借助合成生物学技术制得。

不依赖传统农业种植，人工“制
造”粮食——瞄准“农业工业化”这一远
景，多国科学家各显身手，展开攻关。

“为未来的‘细胞工厂’打开了一
扇窗。”对于此次研究的应用前景，蔡
韬打了一个比方：人工合成淀粉的新
反应途径相当于汽车发动机，酵母细
胞相当于汽车底盘，下一步要把发动
机放到底盘上安装好，对酵母细胞进
行系统设计与改造，搭建一个淀粉合
成的“细胞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不过，“细胞工厂”生产粮食的希
望实现之前，科学家还需先攻克多重
难关。

“我们目前对很多生命过程的理
解还不到位。”马延和说，未来搭建

“细胞工厂”面临着人工生命设计、合
成、调控等诸多基础科学挑战，需要
化学、物理、工程等学科与生物学的
长期交叉研究。

此外，要让人工合成淀粉与农业
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也需要一
个艰难、持续的科技攻关过程。

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表示，这一成
果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
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后续需尽快实现
从“0到1”概念突破到“1到10”的转
换。

针对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

教育部发布指导意见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