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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
学发布复试工作方案。两所高校确
定研究生复试均采用网络远程复试
方式进行，对于不具备网络远程复试
条件的考生，两所高校均提出了解决
方案。

复试采取网上远程面试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研究生
复试均采取网上远程面试方式进
行。复试时间安排在今年5月。

其中，大连理工大学要求“双机
位”面试，采用主副两套系统同时进
行面试。

主系统为大连理工大学网络远
程复试平台，考虑到手机屏幕小、来
电阻断等问题，原则要求使用电脑登
录，摆放于考生正面；副系统为视频

会议软件，主要用于云监考及备用，
可使用电脑或手机登录。在设备配
置基础要求上为电脑 1 台和手机 1
部。

给没条件考生提供帮助

大连理工大学方面表示，对于因
经济条件限制不具备网络远程复试
条件的考生，经考生申请，学校核实
情况属实后，可为考生提供合理的资
助。

东北大学将逐一确认考生是否
具备网络远程复试条件，对于不具备
远程复试条件的考生，学院及时汇总
上报研究生院，进行技术兜底保障，
积极协调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
考试机构提供必要合理的支持和帮
助。

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查
不设置笔试

由于复试采用了网络远程形式，
所以对于复试中专业素质和能力的
考查不再设置笔试。

大连理工大学专业素质和能力
考核分为抽题作答和提问作答两部
分。抽题作答环节尽可能采用综合
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由考生抽
选题目，进行口头作答。提问作答环
节由复试专家提出问题，考生进行口
头作答。复试专家根据考生表现给
出得分。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查时间
累计不少于 11 分钟，满分 200 分，计
入复试总成绩。

东北大学的专业测试内容为原
专业笔试内容。专业测试和综合面
试均通过网络远程复试平台进行。

每个考生的复试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0分钟，具体时间长度由学院综合确
定并公布。

试题的内容、题型、题量等要充
分考虑网络远程复试的特点和要
求。应尽可能采用综合性、开放性的
能力型试题。

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
审核考生证件

东北大学提出，学院要对考生的
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学历学位证书、
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
核验，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进行复
试。

学院会同技术平台提供方，积极
运用“人脸识别”“人证识别”等技术，
并通过综合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
库”“人口信息库”“考生考试诚信档

案库”等措施，加强对考生身份的审
查核验,严防复试时出现“替考”的行
为。

目前，多所高校已经确定硕士研
究生复试采取网络远程方式进行。
清华大学、东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等多所高校均为网络远程方式进行
复试。

东北农业大学近期发布的博士
生复试考核通知中，提到了“三机位”
网络复试方案。要求“三机位”同时
加入腾讯会议，显示完整考生复试环
境。

其中，“第一机位”采集考生音、
视频源；“第二机位”采集考生“第一
机位”显示的音、视频源；“第三机位”
采集考生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有
相关专家推测，这类方案也可能会用
到说是研究生复试环节。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大工东大研招复试均采用网上远程方式进行

大工要求主副系统“双机位”面试

体重400斤的“镜面人”男子糖尿
病伴抽搐，血糖高得血糖仪都测不出
来，急需转院。危急时刻，4名急救人
员和 2 名家属连推带托，用了 5 分钟
才将“大块头儿”弄到救护车上，左右
还要倚靠着两名家属做好固定支撑。

4 月 28 日，葫芦岛市急救中心医
生张子瑞说，急救组经过 1 个半小时
的努力，才把过度肥胖的患者运送到
医院，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可都觉
得能成功转运，再苦再累也值得。

4月2日早晨8时28分，葫芦岛市
急救中心接到指令，兴城市医院一个
患者要转到葫芦岛市中心医院连山
院区，患者是个糖尿病伴抽搐的男
子。

医生张子瑞、护士杨旭、担架工
张强和司机郎楠立即携带相关救助
设备奔赴现场。

据了解，患者28岁，兴城市人，刚
在兴城市医院住院不长时间，是个过

度肥胖的男性，体重大约近 400 斤。
该患者病情特殊，心脏在右侧，是医
学上常说的“镜面人”。由于太胖导
致反应迟缓，行动困难。到达现场
时，病人躺在床上，虽然已经停止抽
搐，但正在情绪焦躁地大喊大叫：“咋
回事儿啊？口渴，难受啊……”

兴城市医院经诊医师向医护人
员交代病情说，患者血糖很高，已超
出血糖仪上限，测不出来，情况不容
乐观，需要尽快转运。得知这些情况
后，医护人员先安抚患者，让他逐渐
情绪稳定下来。“当时我们就像哄小
孩似的，轻声细语地劝说他冷静，我
们会马上带他去看病，千万别着急上
火，以免影响病情。说完这些，他的
情绪还真稍微稳定下来。我立即给
他做了心电图，进行了血糖测定。”张
子瑞说。

随后，医护人员立即筹划着转运
方式。由于患者体形过于庞大，远远

大大超出担架车的宽度，难以转运。
不一会儿，其家属赶到现场。医护人
员和家属商议：大家齐心协力，一起
搀扶患者坐电梯走到外面。由于病
人身体太胖，上下楼不远的距离就用
了20分钟。随后4名急救人员和2名
家属，一共6个人连推带托，几经努力
才将其弄到救护车上。

救护车内空间有限，患者不能躺
着，只能坐着呼呼喘气，左右两边还
要倚靠着家属做支撑。一路上，医护
人员密切关注患者病情，留意其情
绪，并根据病情在车上紧急处置。由
于对症处理，患者在车上的病情稳
定，并未出现躁动。

半小时后，救护车安全将患者送
达到医院。医护人员将患者交给急
诊医生，家属对此感激不尽。等到返
回时，4 名急救人员浑身都湿透了。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
宇医护人员和家属一起努力，把体重大约近400斤的病人成功转院。120供图

200公斤病人转院 6个人把他弄上急救车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
柏玲报道 辽宁省妇联通过线
上推出多项女性读书学习活
动，包括诵读经典、抢书活动
和“巾帼读书之星”评选活动
等公益活动，推广阅读学习。

辽宁省妇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即日起至 6 月，辽宁省
妇 联 举 办 读 辽 宁·爱 辽 宁
——“书香辽宁·精彩人生”
女性读书学习活动，针对女
性朋友，将推出多项公益活
动。

包括“巾帼读书之星”
评选活动，通过按活动要求
投 稿 照 片 、小 视 频 、读 书 心
得，与全省女性朋友共同读
书、分享阅读。省妇联将择
优评选、奖励、展播“巾帼阅
读之星”；还将进行“红色经
典”诵读、线上抢书等多个活
动。

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书法大赛
已经进入到了决赛阶段，日前，大赛
主委会已经在大赛的报名平台ZAK-
ER 沈阳上公布了完整的近 500 人的
决赛入围名单。

4 月 28 日开始，大赛主委会工作
人员还会进行单独的电话通知工作，
请接到电话的家长按照要求在5月10
日前上传作品视频到指定平台。

从近 7 万的报名作品中选出近
500 名小选手入围，参与评审的专家
有什么感受？

为此，记者专访了第三届辽沈中
小学生书法大赛硬笔组评审负责人
沈阳军旅书画研究会会长、军旅书法
家张红太。

“此次作品评审正值疫情期间，
为确保作品评审工作及时有效和公
平公正，沈阳军旅书画研究会与辽宁
省硬笔书法家协会艺术委员会精心
挑选专业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书法家
担任评委，采取分工协作、严格把关、
集体评议的方式，认真坚持复查，对
重点作品共同研究，确保了评审质
量。”张红太介绍。

“本次大赛的作品质量总体水平

较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认
真精选主旋律正能量的书写内容；二
是对汉字的书写严谨规范，严格坚持
书写规则；三是作品质量、优秀率要
高于往届；四是弘扬了书法之美，传
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张红太说。

“本届作品从书写质量、水平上
越来越好，这也为今后继续开展系列
大赛积淀了深厚基础。我们感受到

了广大青少年对书写汉字的热情和
追求，希望小选手们能继续保持这种
热情，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张红太表示。

受疫情影响，本届大赛无法进行
线下决赛，为了为了确保作品的原创
性以及更好地让评委了解到小选手
的真实水平，大赛采取“云”决赛的方
式。

决赛的评选规则为：
参赛小选手录制视频上传到抖

音平台，视频时长 30 秒以内，文字说
明中配有“#辽沈中小学生书法大
赛”的标签。

标签格式为“# 辽沈中小学生书
法大赛 +学校全称（市 区 学校）+小
选手姓名”。

视频内容需要三部分，自我介绍
（例如：沈阳市朝阳一校，王强）；参赛
小选手书写画面（完整书写 1—2 个
字）；作品展示画面（展示时长 5 秒
以上）。

录制视频所书写的书法作品要
和报名作品一致。

上传视频的截止时间为 5 月 10
日。

参赛小选手上传视频后，辽宁省
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将进行“云”评
选，一等奖获得者将取得辽宁省书法
家协会预备会员资格。

大赛主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近期
会电话通知入围小选手，并将小选手
的家长拉入到为大赛决赛专门组建
的微信群中。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书法大赛进入决赛
评审负责人张红太：我感受到了小选手的热情

辽宁省妇联
推出多项女性
读书学习活动

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书法大赛硬笔组评审负责人张红太。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