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5 日 是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考试的第一天。

沈阳市启动市
研考联合指挥，15
个成员单位紧密协
作，持续为考生提供
服务保障，研究生考
试首日平稳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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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考试首日平稳顺利

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首日，按照“一生
一策”原则，沈阳市为 21 名特殊考生启用 17
个备用隔离考场；为 8 名残疾考生提供佩戴
助听器、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等合理便利服
务；积极稳妥做好 2 名外省考生借考工作；
为应对严寒天气，提前发布气象提示，组织
考生提前入场；为呕吐、心脏病突发的 2 名
考生联系 120 救护车，及时提供医疗救治；
为 1 名走错考点的考生调度值班应急车辆，
护送考生及时到达考点，实现了“应考尽考”
目标。

据悉，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
12 月 25 日至 27 日举行，沈阳参加考试考生
51656 人，同比去年增加 6260 人。沈阳市共设
置13个考区，62个考点，2291个考场，还设置13
个备用隔离考点，201个备用隔离考场。

沈北现场：
暖心服务助力外省考生“借考”

为了确保所有考生应考尽考，沈阳市招考
部门提前部署，多方配合，确保一名在沈隔离的
黑龙江考生在沈“借考”。

昨日，一位“特殊考生”走进沈北新区新城
子街第一小学北校区考场，实现了在沈北“借
考”，一个上下同心、合力助考的故事，为这个寒
冬添了“暖意”。

黑龙江考生陈某从广州东莞市抵达沈阳，

准备赴黑龙江绥化市参考，因有东莞市行程轨
迹，17 日开始在沈北新区丽都宾馆集中隔离。
赴考路上突然的变故让她措手不及，她咨询两
省招考部门，辽宁省招考办做出“两种方案、两
手准备”的安排。一是与考生报考院校对接，协
调自命题试卷；二是与两地疾控部门综合研判，
能否回报考地参考。两种方案并行，两地多次
沟通，目的只有一个：确保考生平安健康参考。

沈北新区招考委高度重视考生的“借考”申
请，立即成立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对接省市招
考部门，另一方面强化部门联动，制定专门组考
防疫工作方案。经市区两级疾控部门综合研判，
如在沈北“借考”，安排该考生在沈北新区新城子
街第一小学北校区考点的隔离考场参加考试，并
派专人与考生随时沟通，关注考生心理状态。

22日沈北招办接到市招考办指令，已与该
生报考单位广州某大学建立联系，明确自命题
试卷转运方案，由广州某大学派专人将自命题
试卷送至郑州，辽宁省招考办派专人至郑州接
收自命题试卷，预计23日或24日到达沈阳。随
时处于待命状态的区招考办，23日凌晨出发，到
某大学接收了该生的自命题试卷。

外省考生：
“努力备考不负众人付出”

25日早7时30分许，疾控部门的专用车辆
将考生从隔离宾馆送到考点，考生经查验证件、
测温等环节由专用通道进入隔离考场，考试结
束后，试卷在疾控部门指导下做好消杀，专门存
放确保安全。中午，考点在隔离考场附近安排
专门区域为考生提供午休保障，并为考生提供
了与工作人员同样的餐食。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这名考生表示，由于准
备得并不十分充分，随着考试的临近，情绪比较
焦虑，甚至曾想过放弃考试。“但是，看到这么多
人为我忙碌，我真的特别感动。我一定努力复
习，争取考出好成绩，不辜负这么多人的辛苦付
出。”她说。

一个人的梦想，有一群人用心、用情、用专
业服务来守护。一场“借考”接力赛，让这名考
生顺利走进研考考场，实现了“应考尽考”的工
作目标。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首日

沈阳为21名特殊考生
启用17个备用隔离考场

话多、语无伦次、不时做出怪异举动，夏天
戴棉帽、孤僻、上课随时站起来“怼老师”，考前
失眠、身体发麻、全身肌肉僵硬、莫名哭泣……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
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18至34岁是
成人中最为焦虑的群体。2020年，我国青少年
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7.4%为重度。

“虽然近年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
重视，但识别率、就诊率仍然比较低，家长、老师
乃至全社会还没有足够的认知。”12月25日，沈
阳静安医院副院长徐海春说。

考前一周 莫名哭泣、恶心

“我的一名大学生患者，送到医院时离考研
只剩几天时间了。”12 月 25 日，徐海春院长介
绍，因为孩子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书，家长才
把孩子送医检查治疗。

这名大学生还出现了失眠、身体发麻、焦虑、
莫名哭泣、心跳加快、恶心、全身肌肉僵硬等一系
列症状，已经无法正常生活，更别提参加考试了。

提及这名患者，徐海春话语间带着惋惜，
“通过检查和询问，其实孩子早在几年前就出
现了心理问题，而且耽误了几次考试……如果
早点送医，还可以进行心理疏导，但送来时距
考研只剩不到 1 周时间了，我们通过药物干预
快速控制了紧张焦虑情绪，确保可以参加考
试。”

他表示，这名学生的问题是“考前焦虑”，
“近年来，学生心理问题多发，尤其大学生，因为
生活环境改变以及学业、考研、就业等方面的压
力，引发心理问题。”

话多、语无伦次、哭笑无常

在徐海春的患者中，还有这样一名学生——
话多、语无伦次、哭笑无常，还经常做出一些怪异
的、莫名的举动，在同学们眼中是个“怪人”……

“老师及时发现了这名学生的异常，送到医
院检查，确诊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他表示，
这名学生办理了住院，系统治疗一个月后症状
消失，回归课堂。

徐海春说，在这个案例中老师起到了非常
关键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来说，最常接触的就
是家长和老师，很庆幸这名学生的老师识别出
了异常，做出了就医治疗的正确应对方式。”

夏天戴棉帽 上课“怼老师”

徐海春又举一例，表示还有一名大学生患
者出现夏天戴棉帽、上课随时站起来“怼老师”
等怪异行为，而且孤僻、不合群。

“很庆幸，这名患者也是被老师及时发现，
经过跟家长沟通，送到医院检查评估，经过系统
治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今已经恢复状态
了。”他说。

12月22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老师来到沈
阳静安医院，就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医生展
开交流。此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已与该院签
署合作协议。徐海春表示，医院会优先满足学
校需求，提供心理教师交流培训和危机干预等
多项服务。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昨日，一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特殊考生”走进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一小学北校区考场，实现
了在沈北“借考”。 沈北新区供图

针对当前沈阳市出现的极寒天气，
为切实保障全市流浪乞讨人员、低保
户、低保边缘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孤
儿、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有效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坚
决防止冻死、冻伤、受困等情况发生，日
前，沈阳市民政局发布就进一步做好极
寒天气下特殊群体救助管理工作有关
事宜的通知。

随后，全市各救助管理机构迅速启
动极端天气应急工作预案，干部职工全
员参加，加大街面巡查范围和频次，应
收尽收、应救尽救，截至12月25日下午
2时，全市救助管理机构共进行街面巡
查 43 次、救助人员 28 人次。上述信息
是记者日前从沈阳市民政局了解到的。

市救助管理站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人

12 月 24 日，沈阳进入极寒天气状
态，25日上午，沈阳市民政局副局长马
丽梅及社会事务处史连杰处长分别带
队督导检查，参加了苏家屯区、沈河区
域的街面巡查救助工作，劝导流浪在彩
塔附近的陕西安康孔姓人员到市救助
管理站接受救助。

沈阳市救助管理站及时启动极寒天
气工作预案，全力投入，迅速行动，加强
街面巡查力度，应救尽救。12月25日，沈
阳市救助管理站兵分两路，对全市重点
地区进行巡访排查，在滨河路与青年大
街交会广场处发现一名露宿的流浪人员
孔某贵，该人本不愿来站接受救助，通过
对其不断劝说，详细解释救助政策，打消
了他的种种顾虑，最终同意入站受助。
孔某贵进入救助站后，工作人员立即为
其提供了午饭和开水，并为其清洗并更
换全身衣物。另外，通过巡查，沈阳市救
助管理站还发现了几处暂时无人的露宿
点位，稍后在夜间将继续开展全面巡查。

截至12月25日下午3时，沈阳市救
助管理站出动街面巡查3次，街面救助3
人次，发放防寒物资5件，站内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3人，提供医疗救助1人。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牵头制订并落
实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三项工作机
制，深化细化实化发现、处置、救助等各
项措施，动员各级民政及救助一线的干
部职工，会同公安、行政执法等政府职
能部门，织密扎牢流浪乞讨人员托底救
助防线，确保流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

大东区拨付流浪乞讨
专项经费30余万元

12月25日上午，大东区民政局召开
全区极寒天气下特殊群体救助管理工
作部署会，成立了“大东区极寒天气下
特殊群体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做
好后续服务保障机征制。

目前，大东区民政局已为街道办事
处拨付流浪乞讨专项经费30.5万元，临
时救助资金130万元，确保各街道都有
充足的救助工作资金保障。25 日，10
个办事处共出动 416 人,通过网格化对
商业街区、主要街路、广场、公园、开放
小区、交通枢纽周边、废弃工棚（建筑
物）等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
动和露宿区域进行巡查，没有发现流
浪乞讨人员；对795户低保、低收入、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孤儿等特殊群体家
庭开展入户走访。

此外，于洪区民政局、苏家屯区民
政局、法库县民政局、康平县民政局均
已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极寒天气下
特殊群体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同
时，各民政局加强冬季救助物资储备，
救助管理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值宿，
保障通讯畅通。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极寒天气里的温暖

沈阳民政开展
特殊群体救助行动

浑身僵硬、莫名哭泣、恶心……

急需关注，这些竟是考前“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