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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热度

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我们来认识一位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位朋友，，听他谈谈贫听他谈谈贫

困农村的样子困农村的样子》》

网友“郴洪”

就我本人了解，我所看到的贫困农户，跟作者所说的情况差不多。
有一点普遍性的是，农村种植业、养殖业不发达，这是穷根！原因主要
是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反应迟钝，做不到
与时俱进。外界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和社会帮扶很难影响到那里。当然也
还有更多的其它因素。

网友“张红鹰”

脱贫，要先扶持基层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基层工作者要有敢为天下
先的前卫思想，还需要融入大格局，并且能扎实去做。

网友“路途遥远”

走出去、引进来，向先进学习！结合实际，让农民收入更稳定、让
农村经济增长点更全面！向扶贫一线的同志们致敬！

网友“孔融让梨克塞号”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丑化中国武装力量、纪律部队、维和部队的不
良风气都不能任其滋长。以后动漫展览的主办方应该加强内容的管理与
疏导，不然会造成不良影响。

网友“思远”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是当代的大侠。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
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岛读】穿这身衣服下跪？真正的维

和警察告诉你什么是生死》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岛读岛读】】穿这身衣服下跪穿这身衣服下跪？？真正的维真正的维

和警察告诉你什么是生死和警察告诉你什么是生死》》

网友“天剑”

1987 年 7月我参加高考，那天酷热，我坐在第一排，靠墙，满头大
汗。几个监考老师商量了一下，给我把桌子前挪了几十厘米，立即凉快
多了。30年过去了，谢谢当年的监考老师。

网友“暖小猪”

10年前的今天，一夜无眠后就去考语文了。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不
就是一个晚上没睡，委实不必慌张，你看你最后还不是成为了一名语文
老师。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今天的主角是你们今天的主角是你们，，被高考撩动青春被高考撩动青春

记忆的岛友记忆的岛友》》

6 月 7 日，全国 940 万考生走入高考考场。与
此同时，数以亿计的网民几乎“同步”参入高
考：从晒当年的准考证，到回忆当年考试题目，
再到第一时间试写、点评高考作文。7 日—9 日，
这3天，可谓是全民高考。高考已成为国人的一种
仪式与情结。

全民点评作文

7日上午语文考试结束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
号的一篇文章 《快看！2017 高考作文题目汇总，
你觉得哪个最难写？》，整理了各个版本试卷的作
文题目。

网民留言参与热情非常高，数小时阅读量突
破 10万。很多留言中流露出的是对作文题目的深
入思考。网民“陈忠鑫”说：“时代在进步，高考
作文越来越灵活。”网民“汗汗”认为，今年的题
目相对比较贴近生活，对于封闭在教室里的考生
来说确实难写。但现代社会就是需要有自己的看
法想法，以后考生应多关注新闻。

在微博、微信以及新闻客户端上，各家网络
媒体都抢在第一时间贴出作文题目，并通过各种
形式吸引网民参与。在新浪微博上，央视新闻请
网民投票，“你觉得哪个题目最有新意”？

当然，每年高考作文题目一公布，段子手们
就开始摩拳擦掌了。全国卷1的题目是从“一带一
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等12个关键词中
选择两三个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由于开放度
比较高，引发大量网友连词造句。

每年的高考作文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吐
槽。对此，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有网
友认为‘高考作文题并非命题老师拍脑袋的产
物，它们往往试图在时代精神和不朽话题之间找
到平衡’，也有网友吐槽‘让一群十多年都在背课
文的学生写一些富有人生含义的文章，几个人能

写得引人入胜’？如果你是命题老师，会出什么题
目呢？”

网民的点评更多是一种情绪抒发。高考作文
到底出得怎么样？有什么特点？网民还是期待专
业的分析。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两个版
本的分析文章，一个叫“段子版”，一个叫“专家
版”。在“专家版”中，权威专家分析指出，今年
作文题目的特点是：聚焦中华优秀文化；贴近学
生和生活；材料型作文经多年实践已趋于成熟。

对历年作文题目进行比较，能更好地分析出
现今作文的特点。澎湃新闻客户端对 40年作文题
目进行比较后指出，今年正值恢复高考 40 周年，
从 1977年重启高考、1978年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到
现在，高考已经跨过了 40年的光阴。随着时代的
发展，40 年间，高考作文题也经历了千变万化，
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回顾过去 40年的高考作文
题，可以梳理中国40年的发展脉络。

全民回忆高考

高考，对考生来说是一场考验，对经历过的
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因此，回忆那些过往
的高考，成了网民乐此不疲的事情。

网络名人们回忆高考之路，总能引发网民强
势围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参与了今日头条

“恢复高考40年”的话题讨论。俞敏洪1978年第一
次参加高考，连考 3 次终于进入北京大学。他坦
言，像他这样考了3年的人，原则上会对高考非常
仇恨，而实际上他非常热爱高考，因为这是他走
出农村、走向世界的唯一路径。

回忆的形式多种多
样。央广新闻微信公众
号制作了一张长长的漫
画，回顾高考的 40 年
历程，并附上了作家刘
震云的高考寄语。网友

“东郭先生”留言说，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40
年，见证万千奇迹。有
苦、有累、有心酸；有
乐、有喜、有欣欢。风
也过，雨也过，已到辉
煌路……万千思绪，唯
留祝福给今天，祝福家
国莘莘学子，追梦梦
圆。

很能勾起人们高考
记忆的物件就是准考
证，几乎每年都会有人
因收集准考证而成为

“网红”，今年“红”的是詹洪阁。他是一位民间
收藏家，从 1987年至今，30年的时间里，他收藏
了 200 多张准考证。他希望把这些准考证物归原
主。他时常在想，时隔五六十年，人们再次看到
自己当年的准考证时，该是怎样的表情、怎样的
场景？

对大部分人来说，当年的准考证恐怕再也找
不到了。因此，一款可以生成电子准考证的小应
用，这几天受到了网民追捧。扫描二维码打开链
接，上传自己正面照，然后填写姓名、入学年份
等个人信息，最后生成一张模拟的“高考准考
证”，里面还有考试科目、时间等。新华社中国网
事评论道：“大家之所以热衷于用轻应用制作当年
的高考准考证，因它唤起了几代人参加高考的共
同记忆，那是一段无法抹去的人生奋斗体验。”

全民保障考试

“静音模式”，这是对高考期间社区环境的形
象描述。

湖南新闻网报道，近日，家住长沙市黄土岭
社区的居民发现，平日里一到傍晚准时响起的广
场舞音乐声越来越小了。原来，广场舞大赛组委
会高考前特意发起“静音高考”的倡议，号召所
有广场舞参赛队伍停跳一段时间，为高考静音。

河南省旅游局官方微博称，为确保高考期间
广大考生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清明上河园决定
在高考期间暂停部分演出，开园迎宾、盘鼓、东
京保卫战等大型节目将开启静音模式，为高考助
力。

“现在孩子正面临高考，可是周围噪声太大，
夜晚很多拉货车鸣笛，孩子无法安心复习。”一位
考生家长在人民网 《地方领导留言板》 发帖求助
政府部门禁噪。安徽巢湖市政府立即整治，要求
该公司停产，高考前不再进行夜间运输作业。

有评论指出，在全社会养成高考文明之风，
为高考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让寒窗苦读了十多年
的考生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以最佳的状态完成
人生最重要的考试，应该也很有必要。此举既有
现实效果，也有象征意义——社会文明水平在高
考中体现、增进。

交警、城管、公交、环卫和气象等部门在全
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日头条的高考专题页面
对昆明、邯郸、青岛、汕头等多地交警护航考生
进行网络直播，很多直播页面的点赞数过万，网
友一条条留言不断刷屏。

7 日，人民日报一篇《知识改变中国》的评论被
各大网站转载，文章指出，对于恢复高考深远意义
的探究，40 年来始终未曾停止。人们纪念这一有着
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中国回归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正轨而庆幸，为人才向上流动的渠道得以疏通
而欣慰，为重新确立“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而长舒
一口气。更重要的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在经
历曲折之后，再次按下了快进键。

这3天，全民高考
本报记者 潘旭涛

这3天，全民高考
本报记者 潘旭涛

《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文章《中欧关系全球意义日益

凸显》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中欧关系全球意义日益中欧关系全球意义日益

凸显凸显》》

被香港新闻网、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文汇报等转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欧关系在“五通”各领域均取得了重大
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欧班列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运力保障。中欧班列开启欧亚内陆贸易的新时代，成本是空运的1/5，
时间比海运缩短了一半以上，在汽车零配件、保质期短的食品等货物运
输方面尤其具有优势，丰富了中欧人民的生活。中欧班列还促进了中欧
地方合作，激活了物流、信息流，增强了中欧贸易的内生动力。

中欧关系已过不惑之年。中欧将拓展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领域合
作，以弥补传统贸易不足，同时，把气候变化打造成中欧合作新亮点。

中欧关系带着新使命、新动力，正在克服前进中的阻力，给世界带
来更多正能量。

图说网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中国或领跑世界中国或领跑世界》》

被旺报、每日头条、新浪网（北美）等转引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进步使得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得到了很好的支
撑。“在PC互联网时代，中国是追随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许
多产品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在产品与技术方面都可以有很多创
新。”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企业发展的
中坚力量。

“我们曾经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中国经济的快
速增长和规模扩展，但这已经成为历史”，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说：“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人
工智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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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实验小学考点外，一名爱心高考应急车队的司机
等待为考生服务。 史自强 贾敏杰摄

6月7日，在2017年高考数学科目的考试结束后，由四川成都准星云学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准星数学高考机器人”AI-MATHS对2017高考数学试卷
发起挑战。最终，AI-MATHS用时22分钟完成当天北京卷文科数学高考试题
的解题，成绩为105分；解答全国二卷数学试题用时10分钟，成绩为100分。
图为AI-MATHS正在答题。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6月7日，家长在河南林州一中南校考点外等候考生。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