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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起森林火灾引发社会
关注。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3月以来，森林火险等级持
续异常偏高，部分地区森林火灾呈

高发态势。当前森林草原防灭火形
势严峻是何原因？进一步提升森林
防灭火能力“堵”在哪里？怎样“打
通”？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2020年全国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预计为115万。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诸多高校近日发布了艺考调整方案。

部分专业取消校考、部分专业高考前举行线上考试……一项项措施

背后展现出艺考哪些变化？“云”艺考如何保障考试公平？带着百万考生

和家长关注的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艺考改“云”上 公平靠“三关”
——2020年艺考焦点透视

有些地方日常培训演练即“找块空地点几堆火”

提升森林防灭火能力
“地方队”“堵”在哪？

近年来，艺考的考试方式不断改
革调整，选拔出既有艺术潜力又有更
高综合素养的艺术人才成为大势所
趋。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
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
提出，鼓励高校根据有关特殊类型招
生考试工作特点和人才选拔培养要
求，通过笔试、网络面试、审核考生作
品等方式，对考生进行初筛分流，引导
考生理性报考。

“线上艺考或将成为一种趋势。”
互联网平台即构科技联合创始人陈强
说，2018年南昌大学就与即构科技合
作建设“南大艺考”在线平台，完成了
四大专业六大方向的校考。

一些高校也在探索更注重综合素

养的考察方式。中国传媒大学自
2019年起推进艺术类本科招考改革，
所有考生首先需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
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同时，学校在初
试阶段探索开设“绿色通道”以使专业
能力突出的考生脱颖而出。2020年
通过这一方式提交作品且被评为A级
或B级的考生无须参加专业初审，直
接参加现场考试。

针对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以省统
考成绩作为录取参考，但一些省份仅
有美术类省统考，另一些省份则开设
了美术类、音乐类、舞蹈学类、表演类
等多种统考类型的情况，一些受访考
生呼吁未开设的地区能开设更多类
型专业统考，为学生参加艺考提供更
多机会。 （据新华社）

艺考招考形式创新或成趋势

一位高校负责人坦言，线上考试
加大了学校在考试违规处理方面的难
度，如何通过线上递交材料甄别出个
别考生作弊造假情况，可能是今年各
高校面临的共性难题。对此，诸多考
试措施形成一道道关卡，力保线上艺
考的公平公正。

——身份核实关。国家教育考试
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说，教育部
门除了利用人脸识别等信息技术手段
外，还将与公安部门充分合作进行严
格的身份甄别。中央戏剧学院、北京
电影学院等学校都要求考生使用“小
艺帮”App参加考试，考生在首次报
名环节需认证信息，在线上视频考试
前要进行人脸识别，每项科目前进行
人脸比对后才能考试。

——考试细节关。中国戏曲学
院教务处副处长张文振说，针对艺
考，学院制定了详细的录制作品指
南、技术要求和专业要求。中国传媒
大学要求，考生录制视频只能用普通

智能手机，禁止使用专业设备、在演
播室等专业场所拍摄，视频作品不
允许进行任何后期制作，偏远山区
和贫困地区若有不具备拍摄条件的
考生可致电学校咨询。使用“小艺
帮 ”App 的 院 校 ，考 生 在使用该
App考试过程中不允许离开画面，要
关闭短信、微信等手机应用程序，否
则可能会因中断考试视频录制导致
考试失败。

——结果复查关。多校规定，考
生的线上材料在线下校考时、入学后
还将进行复测和比对。张文振说，
针对不允许考生化妆的问题，除了
要求考生在视频录制时有面部特
写，在现场考试环节还会将考生作
品和考生本人比对，严防作弊。此
外，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
提出，在新生入学后，学院还将进行
材料复核和专业复测，对复测不合
格、入学前后两次成绩差异显著的考
生进行调查。

“层层关卡”力保线上考试公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高校
就艺术类专业考试方式方法做出调
整。

北京电影学院提出，戏剧影视文
学、影视摄影与制作等7个专业取消
现场考试，使用高考文化成绩录取。
中央戏剧学院6个招生方向也取消校
考，按高考文化成绩录取，并对单科成
绩有明确要求。

此外，中国戏曲学院将戏剧影视
文学、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纳入普通本科批招生。北京服装学
院的美术类专业取消现场考试，采
用美术类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
绩。

相比取消校考，更多专业将首先
采用线上测试选拔人才，待高考后
再举行现场考试。中国传媒大学23
个招考专业及方向的复试都将在4
月进行专业初审，考生线上提交材
料后，学校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评定，
除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外的22个招生
专业将于高考后两周内完成现场考
试；中国戏曲学院将京剧表演、戏曲
舞蹈等15个招考方向的一试调整为
考生提交规定视频作品，戏曲舞台
设计、舞台灯光设计等招考方向将
在一试采用省级美术学类和设计学
类统考成绩筛选，进入二试的考生
高考后参加现场考试。

取消校考、线上初试……艺考形式有变化

多地基层应急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和行业专家向记者表示，应确
保充足稳定的资金投入。

中国林业机械协会森林草原
防灭火装备分会秘书长、南京森林
警察学院科技处处长郑怀兵表示，
目前一些地方将“森林专业扑（灭）
火队”列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队
伍所需正常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
明确队员岗位编制，此类做法有利
于保障扑（灭）火队员基本权益、加
大装备保障力度、提升业务能力，
值得借鉴。

他还建议，除应严格落实地
方政府森林防灭火经费保障责任
外，还可以借鉴安徽、江西等地由
林区企事业单位安排筹集一定比
例经费，将林区旅游景点门票收
入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森林防灭

火，减轻森林防灭火经费压力的
做法，积极拓宽森林防灭火资金
筹集渠道。

重庆市森林草原火灾预防预
警监测中心主任石鑫建议，尽快补
足消防水池、林火阻隔带等森林防
灭火基础设施短板，要综合利用卫
星、飞机、瞭望塔、视频监控、地面
巡护等监测手段，确保第一时间发
现火情，形成立体防控体系。

针对森林防灭火严峻形势，应
急管理部加紧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健全分级响应机制，组建扑火突击
队、机动队，细化跨区增援作战方
案。部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和航护飞机前置力量、重心前
移，强化战备和训练工作。加强应
急物资储备，补充急缺装备，建立
扑大火应急保障机制。（据新华社）

专家：增投入、强技术、稳队伍

据专家介绍，依管理体制不
同，我国森林防灭火力量包括由原
武警森林部队转隶应急部门后形
成的“国家队”和由地方政府管理
的“专业扑（灭）火队”等“地方
队”。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森林防
灭火工作从宏观布局到责任落实、
从监测能力到预警能力，都有显著
提高，但进一步提升“地方队”工作
能力仍存堵点。

——部分基础设施仍待加强。
据《全国森林防灭火规划（2016—
2025年）》，当前全国国有林区路网
密度仅为1.8米／公顷，不足世界林
业发达国家1／10。现有道路路况
较差，桥涵多有毁坏，制约扑火队伍
快速机动能力。全国林火阻隔网密
度仅为3.7米／公顷，没有形成有效
的林火阻隔网络。

——相关装备科技含量与信

息化程度仍待提升。多名江西基
层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基层专业扑（灭）火队的装
备比较落后，大型先进扑火装备短
缺。记者了解到，目前单兵灭火装
备以风力灭火机、二号工具（一种
类似拖把的扑火工具，上面绑有橡
胶条）为主，技术含量较低。

——森林防灭火队伍的组织、
培训和保障力度仍待提高。记者
走访发现，目前重庆只有两成左右
区县成立了国有林场森林防灭火
专业队伍，三分之一的区县林业部
门没有专职森林防灭火机构；在一
些县级森林防灭火管理机构，兼职
人员所占比例偏大，甚至过半；不
少地方森林防灭火人员待遇较低、
缺乏保障；还有些地方日常培训演
练即“找块空地点几堆火”，脱离实
战需要。

基层森林防灭火工作仍存堵点

应急管理部数据显示，第一季
度全国发生森林火灾392起，森林
受害面积较大，多人因森林火灾死
亡。专家表示，当前华北、西南等
地已全面进入高火险期，东北、内
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即将进入春防
关键时期。

专家表示，今年我国春夏季整
体气候形势不利，高温、干旱、大
风、雷暴等极端天气很频繁，野外
火源管控情况复杂，林区牧区可燃
物载量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火险
等级将居高不下，有发生森林草原
大火的可能。

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二大
队大队长林涛告诉记者，去冬今春
气温较常年略高，少雨和大风天气
时段明显，致大兴安岭地区整体火
险等级升高。

中国林学会森林防灭火分会
委员王秋华称，“人为引发”仍是
当前引发森林火灾的首要原因。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今年第一季
度已查明起火原因的森林火灾
中，人为引发占99.6％。这其中
因农事用火占40.8％，因祭祀用
火 占 15.7％ ，因 野 外 吸 烟 占
7.5％。

森林防灭火形势仍严峻 人为引发是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