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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习近平连说了习近平连说了55

年的年的““上海精神上海精神””是什么是什么》》

网友“郁郁葱葱180”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初心。夯实安全基础，
强化互信互利，坚持平等协商，实现合作共赢，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尝试、探索。

网友“天剑”

尊重兼容，合作共赢。

网友“向日葵的微笑”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简单
的话语，有着长远的路途。

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没有人永远是少

年，但永远有人是少年》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没有人永远是少没有人永远是少

年年，，但永远有人是少年但永远有人是少年》》

网友“二详”

我的高考在 64 年前。对我来说，高考不是压力，
因为我的中学是名校，我又是“学霸”；高考是动力，
因为新中国需要人才。开始，我在志愿书上填写了清
华大学的 3 个专业，教导主任见到我的志愿书后告诉
我，由于国防需要，希望我可以报考北京航空学院。
几乎没有思考，我立即同意了，在志愿书的顶部写下

“北京航空学院”6个字。这就是我的“第〇志愿”，比
第一志愿还要高一级的高考志愿。后来，我在军工科
研单位工作了一生。时光过去六十多年，每想到我的
高考，我依旧心情激动，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
愿。

网友“菜园”

高考前，我告诉我爸，不要像其他父母一样在门
口等，去忙自己的事，我没问题的。我爸说：好。很
多年之后，我爸才告诉我，每一门考试，他都在外面
等我，只是我出考场之后，他才假装像刚刚赶来一
样。现在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确定她们以后会
走怎样的路，但是我感受到了爸爸当年的心情：高考
这一站的无声陪伴，也是父母慢慢习惯看着孩子背影
的开始。

网友“知乎”

我是 2000年参加高考的，那时候住校的条件很简
陋。高考前为了能让我休息好，父亲专门去了趟姑姑
家，安顿好我的住宿。临走前他问我，考试需要陪着
么。之所以问我，是因为那几天正是麦熟，也是夏收
最较劲的时候。见我不置可否，第二天父亲还是骑着
车子赶了 20 多里路来到县城的考场。第一场考完出
来，我心里没底。父亲安慰我不要慌，正常发挥，他
的话对我来说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中午要去学
校休息吃饭，我和父亲就在考场外分别了。下午我坐
着车去考场，路过一个门店时，远远就看见父亲靠着
墙角在打盹儿，我的眼泪当时就止不住了，这一幕我
永生难忘。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央视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长专访普京都聊了什么台长专访普京都聊了什么？》？》

网友“纪晨希”

希望中俄两国继续友好下去，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网友“小楼春秋”

中俄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源远流长！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互联网上的全民高考互联网上的全民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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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排行

转载网站：约45次，英中网、亚洲时报等转载。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人民日

报》创刊70周年。近年来，《人民日报》不断创新传播
方式和话语体系，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形成了报网端微高度融合的全媒体传播矩阵。
作为中国在海外落地的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中文报
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
提升，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窗口。同时，
海外的华文媒体是分布在世界各地与中国联结的信息
通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融合新时代融合新时代：：华华

文媒体的使命与担当文媒体的使命与担当》》

潘旭涛 桑珊珊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她她9494

岁捐出岁捐出1857000018570000……》》

网友“紫竹林”

把财产全部捐献出去的叶嘉莹先生令人钦佩，真
应该为叶先生点赞！

网友“林楚涛”

听过先生的课，讲中华诗词之美。每节课先生都
一丝不苟。课堂内容丰富，让人感觉到这就是修养和
学识的魅力。

（以上栏目编辑：李 贞）

讨论高考新政

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多是 2000年出生的，这
也意味着，“00后”正式走上高考的舞台。这批“千
禧宝宝”的高考备受网民关注。

有网友认为，“00后”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优越，
成长环境也更加开放，他们可以出国求学，参加艺
考、自主招生考试等等，“00后”有了更多的选择，
可以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兴趣。

中国新闻网发表 《“00后”的高考观：“一考”
还能定终身吗？》的报道指出，在传统观念中，提到高
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人生
大考”。不过，随着时代发展，求学道路的多元，这些传
统的高考观念在“00后”眼中似乎已不是主流。

长城网评论称，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这
个时代改变着我们的选择，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多选
择，每一场考试都只是一个选择，“00后”的高考观或
许才是这个时代丰富、多元、开放的体现。不念过往、
不惧将来；脚踏实地、遵从内心，希望“00后”用最靓丽
的答案为青春作注，开启下一段美好旅程。

考生特点鲜明，考试看点也不少。
“新华视点”微信公众号聚焦2018年高考改革新

动态：重视考生综合成绩评价，使人才选拔方式更
加多元化；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是高考招生录
取的大趋势。

高考加分政策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教
育部发布公告，宣布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奥林匹
克竞赛等高考加分项目。这引起众多网友的评论。

在知乎热榜中，网友“沙滩上的小贝壳呀”认
为：“这次高考改革，某种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公平招
生，因为它真真正正地保障了大部分学生的利益。”
网友“咕噜酱”说：“加分政策取消挺好的，大家在
同等教育资源下都凭智商竞争多好。”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取消高考加分项呵护
“机会公平”》一文称，取消高考加分项，将让高考
回归“公平”的本真。

人民网评论也指出，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
目，纠正少数人片面追求高考加分的倾向，引导每
一个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从而促进高考公平
公正，已经在全社会达成广泛共识，能更好地兼顾
起点的公平与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

高考正在进行，高校招考专业已经引发关注。
中新网梳理发现，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

能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许多贴合时代发展
的专业都将于今年招生。机器人工程成为热门专
业，近60所高校都将于今年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对于爆款专业，光明网上一篇名为 《高考专业
选择，热门的不如适合的》 的评论指出，新设的专
业通常是顺应时代的，反映了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现
实需要，但是高考热门专业往往跌宕起伏，有些专
业则是冷热交替。考生在选择报考专业时，不仅要
看专业名称是否新颖动人，更重要的还是看是否符
合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记录奋斗青春

学子在考场奋战之时，他们为高考而奋斗的瞬
间，在网上晒出来，感动了许多人。

一位名叫“柚屿-healer”的网友，拍下自己学
校高一楼和高三楼电子屏的照片，照片在短时间内
收获了大量点赞和留言。照片是两栋楼“隔空喊
话”。高一楼电子屏显示：“嘿，对面的，加油啊！”
高三楼电子屏则显示：“好的，知道了，放心吧！”
语气调皮，略显呆萌，引发网友感慨：“真感人，高中时
代真的超级好”；“想回到高中，羡慕穿校服的学生”。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
网友备战高考的故事。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中学高三
的考生充分利用一切时间查缺补漏，挑灯夜读；江

西省吉安新干中学高三学生列方阵、喊口号，为自
己助威加油……有网友在留言区表示：“高考的确是
人生的一大重要选择和转折，能够考上心仪已久的
大学，是开启人生的新起点，值得努力奋斗。”

“一路风雨兼程磨砺意志，百日苦乐同享铸就辉
煌”；“十年励剑争锋锐，六月试扬显雄伟”……澎
湃新闻梳理了部分学校拉起的励志横幅标语，这些
标语让奋斗的岁月更加热血沸腾。

除了图片和文字，奋斗的瞬间也被记录在视频
和音乐里。“只要我还有梦，就一定能成功，在我的
天空……”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转
发了改编歌曲 《我的天空》 的音乐短片，短片中，
13 名大学生用文具盒与尺子打击节奏。美妙的旋
律、励志的歌词、青春的画面，这些元素加在一
起，使短片一上线，就深受网友喜爱。短短一天时
间播放量就达到 350 余万次，随后还登上微博热搜
榜，火爆网络。

有志不在年高，每年的“高考老人”总能牵动
网民的神经。

一张小方桌，一个小板凳，成叠的学习资料，
河南省滑县枣村乡 69 岁老人柳玉春每天学习 8 小
时，今年，他再次参加了高考。最近，这位老人在
微博上火了起来。他的故事出现在了梨视频和新浪
视频中。1977年恢复高考后，柳玉春参加过一次高
考，但落榜了。去年，柳玉春报名参加了高考，总
成绩超过了大专线分数。今年他再次报考。老人称
自己想考河南大学，“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叫他们
努力学习，从精神上激励孩子，成为国家栋梁之
材。”网友“吉木小溪”留言说：“为梦想而奋斗的
人都是伟大的，不分年龄和身份。”

分享高考记忆

截至6月6日，微博热搜榜有关高考的话题已经
有近 50亿的阅读量。这些热门话题里不仅有对今年
高考的讨论，还有对曾经那些年高考的回忆。

名人回忆高考，已经成为网民喜闻乐见的事。
据人民网报道，导演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
考生。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
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
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回忆起自己的高
考，他坦白地说，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谋出路，但是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
很难有现在的一切。

在“央视总编室”微信公众号“CCTV 看点”
的一篇文章中，主持人任鲁豫回忆说，自己高考的
时候，戴上了父亲的手表，准备在考试中看时间，
结果粗心的他却忘了给手表上发条，忘记了时间，直
到老师喊大家离开考场，他还在写最后一个字。

在网上，一些小程序将网民重新带回考场。日
前，“扫码重新高考”刷屏朋友圈。网友通过扫描图
片二维码进入“如果高考可以重来”的小程序，点
击重做当年的高考题，并计算重考分数。“有道精品
课”也推出“看看我的高考题”，扫码答题，带领人们
重温当年高考的题目，重拾高考记忆。不少网友直呼

“感觉自己还能学”“找到了久违的答题感觉”。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多年间高考的变迁

也引发网民的回忆与感慨。北京日报就高考题发表的
文章《考题变迁见证改革开放40年》，被多家新闻网站
转载。文章重点整理了那些有时代烙印的作文题目，
用一道道考题记录改革开放40年来的点滴变化。

40余年间，高考在与时代的共振中不断变革。“瞭
望”微信公众号通过一组新华社精选照片，讲述高考
的变革历程。这些图片承载着网民的高考情怀。网友

“手扶拖拉机斯基”感慨：“2013年高考，下着小雨。如
今已经参加工作，高考的回忆已经淡了，要不是这篇
文章，我的回忆也不会被勾起。”网友“李彬”留言说：

“回首茫茫来时路，是考试这种竞争性选拔机制，彻
底改变了人的命运。”

6月7日，全国975万考生步入高考考场。每年的高考，不仅是考生的大日子，也是全社会的大日子。
在互联网上，高考成为近期最热的话题之一。讨论高考新政，分享奋斗瞬间，回忆曾经的高考时光……高

考已经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考试。

2018 年高考已经拉开帷幕，图为在湖北省秭归县第一中学考
点，监考教师在布置考场。

王辉富摄 （新华社发）

图为考生在江苏南京金陵中学考点查看考场安排。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图为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在摩托车
上粘贴“高考交警直通车”标志。

孙中喆摄 （新华社发）

在高考前，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将写有梦想的纸飞机抛向天空。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