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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徐月姣报道 12 月 21 日，2020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开始。从全国
报考数据来看，报考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达到 341 万人，较上一年增幅
达 17.59%。辽宁省考研报名人数再
创历史新高，人数约为 11.9 万，与去
年比增幅达到8.7%。

在第一天结束的政治科目中依
然有很多时事热点。据考生介绍，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热点进入考题当中，
另外今年考题依然正能量满满，比如
通过典型人物探讨理想信念的力量。

昨日上午11时30分许，结束研究
生考试首科政治科目考试的考生陆续
走出考场。在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一中
考点，不少考生反映，今年的考题想要
拿高分并不容易，一名考生直言：“命
题组反押题能力挺强，虽然题目所给
材料看着都很眼熟，但是命题设问角
度比较灵活新颖，需要把知识点活学
活用才能答好，靠死记硬背不太行。”

今年考题中时事热点依然不少，
据考生回忆，“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这个热点，不出所料地在考
题中出现，而且是出现在大题当中”。

还有考生回忆，“考题中还有进
博会等热点，复习中我们也是作为重

点来关注的。整套试卷题目设置很
有水平，比如还考了跳出传统思维模
式、理想信念的力量等，这些思考都

给我们大学生以启发。”
如今，考研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

常态。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报考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达到
341万人，较上年增幅达17.59%，人数
再创新高。

辽宁本地今年的硕士研究生报
考人数与全国增长态势一致。辽宁
报名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的人数约为 11.9万，与去年比增幅
达到 8.7%，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具体来看，在报考考生中，应届本科
毕业生为 69311 人，占比 58.2%；非应
届 本 科 毕 业 生 为 49770 人 ，占 比
41.8%。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在
毕业生就业压力、非全日制纳入统
考、研究生招生扩张等因素刺激下，
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必然呈现快速
上升趋势。数据显示，考生读研主要
动机是获取研究生学历、提升就业和
从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在经济结
构转型的大背景下，考生对自我提升
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完善自身的知识
结构、提高文化层次已经成为考生读
研重要因素。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的
《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
当前选择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
比例达57%。考生倾向选择专业学位
硕士的主要原因在于侧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有助于就业；其次则是考试
难度低于学术学位硕士，应试竞争压
力小。

辽11.9万考研大军昨进考场
时事热点入考题 正能量满满

12月21日上午，在沈阳浑南一中考点，结束政治考试的考生陆续走出考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徐月姣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爽报道 12 月 20 日，辽宁省
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委会第三次会议
在沈阳召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付晨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滕贞甫
作题为《高举旗帜 砥砺前行 书写
新时代辽宁文学新篇章》的工作报
告。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全委会委
员，以及各市文联、作协的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次会议的
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辽宁振兴发展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
紧围绕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的奋斗目标，回顾总结 2019 年
工作和部署 2020 年任务，以新担当、
新作为扎实推进我省文学事业繁荣
发展。

2019年，省作协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
察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东北和辽宁
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不折不扣抓
好省委各项部署在文学战线上的落
实，加强政治引领，确保文学工作的
正确导向。实现了文学由高原向高
峰，文学辽军队伍建设，文学助力辽
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文学向新
领域、新阵地的新突破，推动辽宁文
学取得长足进展。

辽宁“河海江土”文学地理特色
愈加鲜明，各市文学活动丰富多彩，
省内文学期刊办刊风格异彩纷呈。
省作协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从严治
党制度建设，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
不断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2020年，省作协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
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省委和
省委宣传部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联系、服
务、普惠广大会员为己任，以推出新
作、新人为突破口，以精心设计文学
载体为着力点，着力在高举精神旗

帜、铸造时代之魂，聚焦振兴发展、组
织主题活动，发现培育新人、壮大文
学辽军，孵化网络产业、形成聚集效
应，加强阵地管理、引导创作倾向，强
化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六个方面
下功夫、见实效。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守正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推动辽
宁文学事业持续繁荣发展，为辽宁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文学力量。

会议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发布并颁发了第十届辽
宁文学奖、第十一届辽宁优秀儿童文
学奖。

省作协十届三次全委会在沈召开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张阿春报道 明年，铁西区
将实施东药南厂区等重点地块土
壤修复，加强细河、卫工河综合治
理；力争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240
个以上，并推进中德园英才、杏坛
龙江湖等学校建设，提升工业博物
馆综合功能。这是记者从昨日召
开的中共沈阳市铁西区委十二届
十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的。

明年，铁西区地区生产总值计划
增长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增长
3%，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增长12%。

在推动转型升级方面，铁西区
将 集 聚“文 化 +”新 动 能 ，用“文
化+”的思维和举措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做实文旅集团，提升中国工业
博物馆综合功能，加强工人村等工
业遗存的保护开发，推动“文化+装
备制造”，把文化植入商业、旅游，
用文化繁荣“夜间经济”，在彰显铁
西文化特色中培育新的增长点。

2020年，铁西区力争开复工亿
元以上项目 240 个以上，引进亿元
以上项目200个以上，努力让“大项
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

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铁西
区将加强污染源监管，加强细河、
卫工河综合治理，实施东药南厂区
等重点地块土壤修复。

为提高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水
平，深入实施集团化办学，推进中德
园英才、杏坛龙江湖等学校建设；完
善卫生信息化平台建设，优化分级
诊疗和基层医疗服务，强化地方病
防治和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

围绕解决交通拥堵、道路积水
等问题，强化道路执法、施工管理、
城市内涝治理，确保城市生活有序
顺畅。

在补齐民生短板方面，铁西区
将紧盯老旧和弃管小区管理、房产
解遗办证、临时水临时电等历史遗
留问题，确保按期解决到位。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朱柏玲报道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市民可来辽宁省图书馆参观“同
心协力 共创繁荣——澳门回归纪念
展”，领略澳门风采。

辽宁省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历经几百年东西方文化融和共存，澳
门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既有古
色古香的传统庙宇，又有庄严肃穆的
天主圣堂，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
产，以及沿岸优美的海滨胜景。今年
是澳门回归 20 周年，20 年来澳门的

“变与不变”贯穿始终，辽宁省图书馆
推出“同心协力 共创繁荣——澳门
回归纪念展”，展出地点在馆内南4楼
多元阅读区。展览将以小小的邮票
为载体，带观众欣赏澳门瑰丽多姿的
风采，引发人们对澳门人文历史的关
注和对中华大地的厚爱。

今日，辽宁省图书馆还为读者安
排“迎新年经典音乐欣赏分享会”的
公益活动，届时观众将看到原辽宁广
播电视音像出版社副社长、蒋波音乐
工作室创始人及艺术总监蒋波老师
作为阅读推广人，与辽图馆员谭传志
共同为大家导赏经典音乐，现场更有
省内优秀的演奏家、歌唱家、戏曲表

演艺术家及世界一流音乐学院在读
青年钢琴家的精湛作品演绎。“活动
地点在辽图第一报告厅，活动时间为
12月22日12时。想参与活动的读者
可通过关注辽宁省图书馆方微信了
解活动预约报名方式等具体情况”。

此外，记者还从沈阳市图书馆

获悉，今日 13 时 30 分至 15 时 30 分，
沈 阳 市 图 书 馆 报 告 厅 内 ，原 沈 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刘
长江将为读者带来题为《后宫里的
考古发现与沈阳建城 2300 年的关
系》公益讲座，该讲座无需预约，可
直接到馆聆听。

市民来辽图参观“同心协力 共创繁荣——澳门回归纪念展”。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迪 摄

市民可来辽图参观澳门回归纪念展 沈阳市铁西区
明年实施东药南厂区等
重点地块土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