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8日 星期二

编辑/屠敏芝组版/王晓雅校对/董沁妍07 新闻·时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SZSK2021-TC-G-004
2.项目名称：太仓欧美高新技术产业

园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3.预算金额：149万元
4.采购需求：

本次采购项目为太仓市浮桥镇龙江
路619号太仓欧美高新技术产业园保安、
保洁、绿化养护及工程维护等物业管理服
务。

5.合同履行期限：壹年。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1年6月9日至2021年6

月17日，每天8：00至11：30、13：30至16：
30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苏州时凯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太仓市上海东路333号高展商务大
厦602室）。

3.方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以下有
效报名材料并加盖公章现场购买：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代理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若有授权），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代理人（若有授
权）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4.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和地点
1.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2021年6月29日13：30；
2.地点：太仓市上海东路333号高展商

务大厦602室开标间。
五、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俞坚 联系电话：0512-

53980629

招标公告

遗失声明
●太仓市高新区牛满捞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0585666202006080121，声明作废。
●太仓市城厢镇秀儿美发店遗失卫生许可证，号码：苏卫公证

字（2020）第320585-000243号，声明作废。
●太仓市城厢镇陈光捌號龙虾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JY23205850014534，声明作废。

公开招聘启事
兹有我公司出租车车号为苏E70VU7承包驾驶员退出经营，公司已

收回车辆，现特向社会公开招聘承包经营者，请有意者到交运出租车有
限公司报名。报名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年龄55周岁以下，持有苏州市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
且三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2.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3.有本市常住户籍或者办理居住证及固定居住地址；
4.有苏州市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从业资格类别为巡游出租车

驾驶员。
报名地点：太仓市交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太平北路南京路口）
报名电话：53522975
报名截止日期：登报日起7天内

太仓市交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2021年6月7日

广告

新华社莫斯科6月7日电 根据俄罗斯法律信息网站7
日发布的文件，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法律草案。

据悉，普京签署该草案后，俄方将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

2020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俄罗斯违反《开
放天空条约》，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通报退
约决定。俄方表示，美国的指责完全没有根据。同年11
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该条约。

根据俄方官员本月初的表态，为促使美方留在《开放天
空条约》，俄方已付出全部努力并尝试了一切办法，但未能奏
效，因此，俄方认为废止该条约是合乎当前情况的正确选择。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条约
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
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
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签
署了这一条约。

新华社坎帕拉6月6日电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6日晚
宣布，为遏制第二波新冠疫情蔓延，将从6月7日起重启部
分防疫封锁措施，包括学校停止面授课程、暂停集会等，为
期42天。

穆塞韦尼当晚就乌新冠疫情现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
宣布，为阻遏疫情，从6月7日起所有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停
止当面授课；所有教职员工停课期间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暂停公共集会；婚礼、葬礼参加人数限制在20人以内；
所有体育比赛均不接纳观众；每晚9时至次日凌晨5时30
分宵禁。

去年暴发第一波新冠疫情后，乌干达严格采取防疫封
锁措施，后根据新增病例减少程度逐步“解封”。但从今
年5月起，乌干达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新增病例逐渐攀
升，较为年轻的感染者大幅增加，学校里聚集感染者有所
增加。

穆塞韦尼说，第二波疫情中感染者中死亡和危重病例
所占比例高于第一波时；受新一波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年龄段是20岁至39岁，10岁至19岁的感染者也明显增
多。

据乌卫生部疫情数据，截至6日累计确诊52935例，
累计死亡383例，累计治愈47760例。

乌干达重启防疫封锁
以遏制第二波疫情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7日电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7日
发生两列客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36人死亡、超过70
人受伤。

巴基斯坦铁路公司发言人贾宾对新华社记者说，一列
载有700多人的列车7日晨在信德省科德吉地区发生脱轨
事故，多节车厢倾覆在对向轨道上。几分钟后，一列载有超
过500人的列车撞上脱轨车厢，导致脱轨车厢严重受损，后
一列列车多节车厢在撞击中脱轨。

贾宾说，两列列车共有14节车厢脱轨，其中至少8节受
损严重。

当地媒体援引医院消息人士的话说，多名伤者伤势严
重，事故死亡人数或将进一步上升。

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立即赶往现场展开
救援，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巴军方已派出医护人员、
直升机、救护车和机械设备等参与救援。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事故表
示震惊，并责令有关部门对铁路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记者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获悉，经向巴警方初步核
实，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该事故中伤亡的报告。

巴基斯坦两列列车相撞
致36死70伤

普京签署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法律草案

■主题：突出党史内容、
强调全面发展、继承传统文化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紧扣时代主题，将
党史学习教育、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发
展目标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有机融
入，传递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价值理
念。

高考作文命题往往是时代声音的
回响。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站在特
殊的时间节点思考青年人的责任与担
当，成为突出主题。

如全国甲卷作文“可为与有为”，
将青年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置于当代中
国特定的环境中；北京作文“论生逢其
时”引导考生响应时代召唤、肩负时代
使命；天津作文“纪念日”以富有意义
的时间点为切口，让考生体味岁月的
厚重、初心的可贵，激扬奋斗精神。

全面发展是另一个重点。新高考
Ⅰ卷作文立足“体育之效”，启发考生
思考体育“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的重要价值；北京卷“这，才是成
熟的模样”，也体现出全面育人的教育
导向。

此外，今年的高考作文还体现了
以文化人的教育目标。

如全国乙卷作文“‘弓矢的’的智
慧启示”，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引导
考生将“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
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新高考Ⅱ卷作
文“写人与做人”，以漫画形式和双关
内容引导考生“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
地继承”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

此外，上海卷的“时间的沉淀”、浙
江卷的“得与失：终点·起点·过程”，都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求考生结合
题目进行思维腾越和延展，从内心中
凝聚力量，在思辨中形成观点。

■考查重点：时代关切、
思辨能力、知识积累、灵活运用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认为，语文
命题紧扣时代主题，引导考生懂得初
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
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彬福认为，
今年高考恰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如何认识国家走过的
道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坚
定的信念，承载担当与责任，是考生需
认真思考和深刻认识的问题。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
示，“可为与有为”与“论生逢其时”的
题目，明确提出青年在关键历史节点
的责任担当，将重大命题、个人发展和
国家前途命运相关联，引导青年人在
宏大历史背景下思考人生规划。

多位专家提出，高考作文对学生
的思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更为强调
基本的逻辑与说理、论述能力，要求考
生看待事物有联系发展的眼光。

今年的新高考 I卷作文“体育之
效，强弱之变”，注重考查考生的辩证
思维能力；浙江作文“得与失：终点·起
点·过程”，以多维视角引导考生在多
重、多种关系中确立观点，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今年全国乙卷，新高考I卷、Ⅱ卷
以及浙江、天津、上海卷，都给予学生
充分的思辨和表达空间，体现出对人

生价值、事物发展的哲学思考。
此外，今年的命题也体现出对知

识积累、灵活运用能力的高度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认为，高

考作文题目强调了对知识的灵活运
用，“特别突出语境的作用，体现了新
课标的精神。学生自主学习、自觉思
考，在复杂情况下得到新的结论，这是
我们希望实现的教育目标。”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认为，
考场作文要由原点出发，在生活的广
阔空间中向外辐射，展示思想。作文
备考要用“文题思维观”突破“文题常
识观”；用“感悟生活法”取代“死背素
材法”；用“完整创造论”更新“空想创
造论”。写熟悉的生活，表达真情实
感，才能写出既高度符合题意，又具有
一定新意的优秀作文。

■透露哪些未来教育趋
势？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观察近年作
文命题的变化与考查重点，可以看出
语文教育的重要趋势——

直面现实关切。
高考也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张彬

福认为，近年来高考作文题更加直面
现实关切，引导教师、学生关注火热的
时代和国家的最新发展。包括“假如
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共和国，
我为你拍照”“新时代新青年”等，都体
现出了一以贯之的教育追求目标。把
握时代脉动、关注社会时事的考生，才
有可能获得优异成绩。

反对套路文章。
从形式来看，高考作文题经历了

命题作文、话题作文、材料作文、任务
驱动型作文等变化。专家认为，这体

现出命题空间的不断扩展，同时也是
对“套路文”“宿构文”的限制。

专家表示，滥用排比“三板斧”、雷
同事件、空言泛语，此类模板式作文往
往并不可取。北京教科院语文特级教
师连中国认为，情感丰沛、思考独特的
高分作文，源于作者丰富的内心空间、
真实的生命体验。

注重文化浸润。
不少人注意到，以古观今、传统文

化的主题在高考作文命题中频繁出
现，如今年全国乙卷“‘弓矢的’的智慧
启示”等，试题取材古代文化典籍的例
子更是不胜枚举。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民族精神、
陶冶道德情操发挥了重要作用。语文
试题取材古代文化典籍，旨在让考生
体味、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经
典的独特魅力。

全面提升素养。
专家认为，近年来考题越来越重

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为，

如今年新高考Ⅱ卷作文“写人与做
人”，引导考生在读图基础上体悟含
义，从部分到整体、从形式到内涵，实
现对考生阅读理解、信息整理、应用写
作、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
力的综合考查。

熊丙奇认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高
考命题改革，要求重点考查核心价值、
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

专家普遍认为，高考作文透露对
考生写作能力的考查重点，更长远地
来看，语文能力的提升有赖于人文素
养的积累，孕育于对阅读与思考的热
爱，需要长期的浸润。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主题设置与考查重点有哪些？透露哪些教育新趋势？

教育专家解读2021年高考作文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7日，国
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
问一号任务着陆区域高分影像图。
图像中天问一号着陆平台、祝融号
火星车及周边区域情况清晰可见。

影像图由天问一号环绕器高分
辨率相机，于6月2日 18时拍摄。
图像右上角有两处明显亮斑，靠上
的亮斑由两个亮点组成，较大亮点
为天问一号着陆平台，较小亮点为

祝融号火星车。以着陆平台亮点为
中心，周围区域颜色较暗，据分析，
可能是降落过程中受到发动机羽流
影响造成。

此外，着陆平台南北方向，存在
对称的喷射状亮条纹，可能是着陆
后着陆平台钝化时吹除了较细的尘
埃形成。图像中部亮斑为降落火星
过程中抛离的背罩及降落伞组合
体，其中背罩为圆形亮点，降落伞为

长条状亮点。图像左下方向，存在
另外一处明显的亮斑，为降落过程
中抛离的防热大底。

截至6月6日，祝融号火星车在
火星表面已工作23个火星日，开展
环境感知、火面移动、科学探测，所
有科学载荷设备均已开机工作，获
取科学数据。环绕器运行在周期
8.2小时的中继轨道，为火星车科学
探测提供中继通信。

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区长啥样？

新华社成都6月7日电 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7日公布，在成都新津的
宝墩古城遗址首次明确发现约4500
年前成都平原最早的房屋竹构件，这
种“竹骨泥墙”的建筑也延续到了三星
堆文化时期。

宝墩古城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
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
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
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宝墩古城
还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奠定
了古蜀文明、“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
经济基础，也是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
的重要线索。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
站副站长唐淼介绍，在年度考古发掘
中，台地边缘倒塌的红烧土基址中发
现了6枚碳化竹片。

“竹片出土的那一刻，内心是无比
激动的。说了这么多年的竹（木）骨泥
墙基槽式建筑，大多是根据建筑遗迹
留下的痕迹推测。4500年前的碳化
竹质建筑构件，最直接地证明了竹骨
泥墙的存在。”唐淼说。

除此之外，本次考古发掘出土数
以万计宝墩时期陶片及几十件石器，
还发现疑似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
迹，下一步将系统检测进行最终结果
的确认。

唐淼认为，宝墩遗址的最新发现
勾勒了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
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天府田园画卷。
对了解长江上游史前人类生活状态具
有重要意义。

三星堆“前身”发现
4500年前“小竹屋”

7日，1078万名学生迎来高考。如往常一样，高考语文作文题备受瞩目。
2021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共9道，其中4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分为全国甲

卷、全国乙卷、新高考Ⅰ卷、新高考Ⅱ卷。天津、上海、浙江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特点？透露出怎样的教育“风向标”？“新华视点”记者采访

多位权威教育专家进行解读。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医药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报
告显示，我国实施中医药法三年多来，
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逐步提升，支撑
保障作用不断加强。

中医药法颁布施行以来，我国不
断制定完善配套制度，召开全国中医
药大会，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
医药事业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健康

文化素养提升、开放发展等方面成效
明显。

报告指出，我国持续加大中医药
人才培养力度，探索创新中医药人才
培养模式，初步形成了院校教育、毕业
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师承教育
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截
至“十三五”末，我国中医药人员总数
达到76.7万人，千人口中医执业（助
理）医师数达到0.45人。

同时，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报告显示，我国实施“十三五”

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开展“中医
药现代化研究”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推
动建成40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支持建设54个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
地，调查活态性中医药传统知识近
3000项。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堪称中医药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在中医药事业发展进步过程中，
中医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了解和认
可。根据报告，在国内，我国推动中医
药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进校园，我

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
15.62%，普及率达92.46%；在海外，中
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中
医药疗效被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
可、认同。

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医
药法是我国第一部中医药领域的基础
性、纲领性、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体
现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深厚历史底
蕴的文化自信，完善了我国卫生健康
领域的制度体系，为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实施中医药法见成效！
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逐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