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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召开2020年高考组考防疫工作新闻发布会

考生测温高于37.3℃
经研判评估到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设置186个备用隔离考场 考生与考务人员6月23日起进行健康监测

2020年普通高考统考将于7月7日至9日举行。其中参加统考的考生39222人，包括高职单招约6000人，同比增加5557人。根据省、
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沈阳共设13个考区，59个常规考点，1346个常规考场，186个备用隔离考场；同时，每个考区设立1个备用隔离考点。

7月2日，沈阳召开2020年高考组考防疫工作新闻发布会，沈阳市考试院副院长殷宏亮介绍今年高考防疫工作具体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

教育、卫健、疾控等20个部门保障高考
据沈阳市考试院副院长殷宏亮介绍，今年

高考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沈阳首次大规
模有组织的集体性活动。为确保考试组织和疫
情防控双重安全，成立市高考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领导小组，启动市高考工作联合指挥部，
教育、卫健、疾控、公安、网信、大数据、供电等

20个市考试委成员单位进行高考防疫组考、环
境治理、服务保障等工作。

考试期间，市、区、考点三级组考防疫突发
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联合
办公制度，保障各类突发事件及时响应、及时
处理。

考生与考务人员自6月23日起进行健康监测
所有考生自6月23开始进行健康监测。其

中，在校应届考生由所在学校进行监测；往届生、
回户生由报名所在区考试机构负责监测；考前第
14天和第3天，市考试院组织对所有考生健康状
况进行数据筛查，将考生报名库与相关部门的病
例库、活动轨迹记录等进行比对，防止瞒报、漏

报。重点地区回沈考生须凭在沈核酸检测证明，
到区考试机构领取准考证后参加考试。

所有考务人员实行清单式管理，自 6 月 23
开始进行健康监测，考前 3 日内出现发热等相
关症状者安排备用工作人员替换补位，考试期
间清单外人员不得进入考点。

无线电监测车定位阻断涉嫌作弊无线电信号
据介绍，为防范作弊，沈阳市大数据局将出

动无线电监测车，对涉嫌作弊的无线电信号迅
速予以测向、定位和阻断，防止高科技作弊。在
此基础上，还将主动采取技术压制手段，对无线
电作弊信号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测及阻断。

同时，还将在公安、保密、市场监管、网信、

教育、大数据等多部门共同开展“净化涉考网络
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
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助考培训机构”等五项
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公平公正的考试环
境。

警戒区外禁止考生家长、老师等送考人员聚集
在考点考场防疫管控方面，在各考点外距

离考点大门不少于10米设置警戒线，仅限考生
和考务工作人员进入，考点考务人员组织考生
在警戒区有序排队准备入场；警戒区之外禁止
考生家长、老师等送考人员聚集。

考点入口处设置体温检测点，对所有考生
和考试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同时，设置凉棚
和体温异常者复检区域，供首次测温不合格人
员休息等候和复检使用。

各考点按照每10个常规考场配备1个隔离
备用考场，且每考点不低于 3 个备用隔离考场
的要求进行设置；备用隔离考场与常规考场分
离，相对独立设置，并设专用防疫通道，与正常
考生入场通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各考点考场和考务办公室原则上保持自然
通风降温。如遇特殊情况，也可以采用电风扇
等设备加强通风，通风降温设备在使用前必须
按规定要求进行清洗消毒。

考试中考生发热、咳嗽将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考试过程中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考

生，由卫生防疫副主考进行个案研判，具备继续完
成考试条件的考生，须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因疫情防控启动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转
移所耽误的时间，经批准后予以补齐。

考务人员进入考点时二次测温异常的，或
考试当天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由备
用考务人员替换。

因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进入备用隔离
考场考试的考生，当日考试后须进行核酸检测。

沈阳各考点增设防疫副主考
各考点增设防疫副主考，由卫生疾控部门

选派，负责指导考点防疫消杀、对异常考生进行
健康专业评估等工作；同时，配备医疗救护人
员，负责公共卫生、应急医疗处置等工作。各地

区卫生防疫部门在考前还将开展疫情防控专项
培训，确保各岗位考务工作人员熟知疫情防控
工作内容、工作标准和基本技能，掌握涉疫突发
事件处置流程。

考生进考场就座后可自行决定是否佩戴口罩
所有考生进入考场前须佩戴口罩，进入考

场就座后，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佩戴。考点入
口负责体温测量的工作人员佩戴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普通考场监考员全
程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隔离考场的监考
员及工作人员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手

套等，必要时穿防护服。各考点考前对考试场
所、考试通道和区域、考场内桌椅等进行预防
性消杀, 消毒后进行通风，并张贴完成标识。
常规考场、考务场所每日进行 1 次消杀，启用
的备用隔离考场（场所）每科目考试结束后进
行消杀。

各考区保密室每天包括公安至少6人看护试卷
严把试卷安全关。市、区考试机构牵头对

考区的试卷保密室、考点的试卷保管室进行联
合检查，排除风险隐患。重点强化考后试卷的
回收、运送环节，全程监控、实时监督、无缝链
接。各考区保密室每天包括公安在内至少6人
以上看护试卷，试卷安全保密情况实行每天“零
报告”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报告制度。

涉考人员须为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作风正
派、认真负责、身体健康的在职在编人员；在考
试工作中有不良记录人员不得参加考务工作。
考务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参加高考的，专职人
员须回避接触试卷等涉密材料，兼职人员不得
参加考试工作。高三任课教师或班主任不得担
任高考监考员。

聘心理专家疏导疫情下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
针对疫情之下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焦虑情

绪的现状，聘请心理咨询专家，以连载形式推出
心理疏导音视频讲座和心理专家交流访谈；在
官网开通在线心理咨询服务专栏和 24 小时咨
询热线；对毕业生学校心理辅导教师开展专业
技能培训。

为残疾考生提供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
考点考场、引导辅助、佩戴助听器等合理便利服
务，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对接，为考生参考
提供一对一专属服务和人性化关怀。

考试期间，公安部门将维护考点周边治安、

交通环境和考点门前秩序，为考生补办身份证
开辟绿色通道；交通部门提供乘坐公交汽车和
应急出租车便利服务；生态环境部门保障考点
周边无噪音干扰；市场监管部门保障考点及周
边宾馆、饭店的食品安全；气象部门提供气象信
息，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进行综合研判并及时
预警；水务部门保障城市快速排水，通行正常；
考点学校应对雷雨等极端天气，准备非考试楼、
体育馆等避雨场所候考，避免考生聚集、恐慌或
淋雨等，各部门各单位将密切配合，全力确保考
试环境健康、温馨、安全。

外语科目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
1. 考生和工作人员要接受诚信教育，摈

弃侥幸心理，诚信参考、诚信施考。
2.考生要积极配合疫情排查，自觉接受

每日健康状况监测，体温异常及出现其他身
体状况异常的，要及时就医并报告。

3.考生在备考和考试期间要减少外出，
不走亲访友，不去人员密集场所，保证睡眠，
调整心态，注意饮食安全。在公共场所科学
佩戴口罩，保持手部卫生。

4.考生参加考试要带齐身份证、准考
证、2B 铅笔、黑色水性笔（或钢笔）、格尺、
橡皮等必备的考试用品以及医用口罩（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等防
护用品。

5.做好出行防控。考生乘坐私家车、步
行、骑自行车赴考点途中，可不必佩戴口罩；
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赴考点，应提前预约车

辆，乘坐时在后排落座并全程佩戴口罩；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赴考点，全程佩戴口罩，与周围
乘客尽可能保持安全距离，可佩戴一次性手
套；乘坐校车赴考点，宜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开窗通风、分散就座。考生下车后要及时做
好手部卫生。

6.考生可提前一小时进入考点学校，语
文科目和外语科目进入考场时间为开考前50
分钟，其他科目进入考场时间均为考前40分
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外语科目因涉及听
力考试，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迟到考生不得
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开考 15 分钟后，禁止迟
到考生入场。请考生和家长合理安排时间，
提前赴考。

7.考生入场和离场时要保持间距 1 米以
上。在走廊保持右侧单排通行，避免停留、聚
集、交谈。

记者
问答

1.考生体温高于37.3℃怎么办？
答 ：考 生 进 入 考 点 测 温 高 于

37.3℃的，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
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

将转移到体温异常者复检室（区域），经卫生防
疫副主考进行专业评估后，由考区考试机构、
教育行政部门依据专业评估建议，综合研判评
估考生是否具备参加考试的条件，是否需要启
动备用隔离考场。如考生具备参考条件，且需
启用备用隔离考场，考生和防疫副主考签署身
体健康检测意见书，由备用隔离考场流动监考
员带领考生经防疫特殊通道进入备用隔离考
场参加考试。

2.准考证丢失或忘记带怎么办？
答：如果准考证忘记携带，考生不必惊慌

失措，可直接向考点说明情况，监考员将根据
考场对照单上的考生照片信息与考生本人进
行比对，确认一致后允许考生参加当科考试。
考生须在下一科考试时带齐有效证件进行补

验。同时，公安部门为考生补办身份证明开辟
绿色通道，考区考试机构为考生提供补打准考
证服务，及时解决考生证件丢失问题。

3.已经在隔离点隔离，或出现确诊病例的
考生，将如何参加高考？预案是如何设计的？

答：考试期间，处于治疗期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考生和无症状感染者考生，处于新冠肺
炎隔离期的疑似患者考生和确诊病例密切接
触者考生，处于已治愈未超过 14 天的考生、不
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这三种考生均由卫生
健康部门、医疗机构等逐一进行专业评估。如
考生有参考意愿，由考生所在考区教育行政部
门、考试机构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医疗机构根
据考生的身体状况和传播风险进行综合研判，
提出考生参考方案，经省招考办批准后，相应
安排考生在救治场所、隔离宾馆、备用隔离考
场等考试地点参加考试。考生所在考区教育
行政部门、考试机构选派考务人员，按照考试
工作要求组织实施考试。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考试院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