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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2 月 28 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
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
目等级赋分办法》（以下简称《赋分办
法》），对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
个学科等级分如何进行转换及相关政
策进行解读。

根据我省 2022 年发布的高考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2025 年高考将实行“3+
1+2”模式。“3”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
一高考科目；“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
物理、历史2门科目中选择1门作为首选
考试科目；“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化
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4门科目中
选择2门作为再选考试科目。其中，再
选科目将以等级转换分计入考生总成
绩，每门满分100分。

等级分从何而来？根据《赋分办
法》，等级分是按照统一规则，由原始成

绩进行等级划定后，再按照“等比例转
换办法”由等级转换而来的分数。

具体来说分为两步。首先，划分
等级，即把每个选考科目考生群体的
原始分从最高分到最低分顺序排列，
按照考生群体原始分的统计分布所确
定人数比例将该选考科目考生群体划
分为 5 个群体，每个群体考生赋予 1 个
等级，整个考生群体的原始分被转换
为从高到低 A、B、C、D、E 共 5 个等级，
每个考生的等级由其在该选考科目群
体的排位确定。其次，进行等级赋分，
将等级转换为等级分数。等级分数的
满分值为 100 分、起点分值为 30 分，从
A 至 E 每个等级按照 1 分 1 档的分数间
隔对各个等级进行连续赋分，各个等
级的等级赋分区间从 15 分到 11 分不
等。根据每个考生的原始分数及其所

在等级的等级赋分区间，运用等比例
转换法则将其原始分换算成等级分
数。

《赋分办法》给出了各等级及其所
占人数比例、等级分赋分区间对应关系
以及等级转换的具体公式，根据公式可
以计算出每个考生的等级分数。

为什么物理和历史按原始成绩计
入考生总成绩，而思想政治、地理、化
学、生物学4科实行等级赋分？省教育
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高考改革
方案确定，在录取时选考物理和选考历
史的考生将分别排队录取。因此，选择
物理（或历史）的考生将使用同一物理
（或历史）试卷，考试群体相同，成绩具
有可比性，可以使用原始分计入考生总
成绩。

而4门再选科目，不同学科试题难

度差异和报考相应学科的考生群体不
同，选考科目的原始分不具有可比性。
比如，考生甲选考思想政治，考生乙选
考化学，两人都考了80分，考生甲排在
所有选考思想政治考生的第 100 位，考
生乙排在所有选考化学考生的第 1000
位。若简单将他们各科成绩相加计入
高考总成绩并进行比较，既不科学也不
公平。

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采
用等级赋分能够较好解决再选科目之
间分数不等值、学生选考科目分数不能
直接相加参加高校招生录取的问题，保
持考生每门学科成绩排名顺序不变，确
保成绩转换的公平公正，最大限度保证
考生的成绩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满足普
通高校人才选拔需要。

据《河南日报》

2025年河南“新高考”等级赋分办法出炉

新华社北京 2月 29日电（记者
胡喆）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发布了 2023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天气预报
带来新突破、揭示人类基因组暗物质
驱动衰老的机制、发现大脑“有形”生
物钟的存在及其节律调控机制、农作
物耐盐碱机制解析及应用、新方法实
现单碱基到超大片段DNA精准操纵、
揭示人类细胞DNA复制起始新机制、

“拉索”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的极窄喷
流和十万亿电子伏特光子、玻色编码

纠错延长量子比特寿命、揭示光感受
调节血糖代谢机制、发现锂硫电池界
面电荷存储聚集反应新机制。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主
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和医学、人工智能、
量子、天文、化学能源等科学领域。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兰玉杰
表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
旨在宣传我国基础研究重大进展，弘
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科学热情，开展科学普及，提升全民
科学素养，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夯实根基。
遴选活动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成

功举办19届。本次活动由近100位相
关学科领域专家从600多项科学研究
成果中遴选出30项成果，在此基础上
邀请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在内的2100多位基础研究领域
高水平专家对30项成果进行投票，评
选出10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经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审
议，最终确定了入选2023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的成果名单。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记者 彭
韵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
局日前发布了健康照护师（长期照护
师）国家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长
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对长期照护
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职业培训要求、职
业道德等进行规范。

新颁布的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
准明确，年满16周岁、对长期照护工作
感兴趣均可申报，无性别和学历要
求。同时，相关职业均可通过规范培
训合格后申报相应等级长期照护师的
职业认定。

作为新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是
适应长期护理制度发展而设立，是指

运用基本生活照料及护理知识、技能，
在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
场所，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人员
等人群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与之密切
相关的医疗护理、功能维护、心理照护
等服务的从业人员。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国49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点城市参保覆盖约1.8亿人，累计超
过235万人享受待遇，提供服务的定点
护理机构约8000家，护理人员接近30
万人。

根据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
长期照护师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
级）、高级（三级）三个等级。技能要求

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
盖低级别的要求。初级照护师职业功
能分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应急处
置、功能维护四部分；中级照护师分为
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对症护理、功能
维护、心理照护五部分；高级照护师分
为基础护理、疾病护理、功能维护、心
理照护四部分。

这位负责人介绍，新职业标准的
颁布迈开了长期护理从业人员队伍建
设的第一步。接下来，国家医保局将
会同相关部门，在组织开展长期照护
师培训大纲开发、提高长期照护师社
会认可度、完善专业建设和创新培养
模式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我国发布首个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
年满16周岁、对长期照护工作感兴趣均可申报，无性别和学历要求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2月29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
将统筹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和载人
月球探测两大任务，向着建设航天强国
的奋斗目标迈出坚实步伐。目前，中国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各项工作正按
计划稳步推进，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
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进展顺利。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
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密切协同，先后圆满
完成2次货运飞船补给、2次载人飞船发
射和2次飞船返回任务，航天员乘组接
续飞天圆梦、长期安全驻留，已安排在
轨实施150余个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项
目，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
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
多项国际领先的应用与技术成果，空间
站的综合效益正不断显现。

2024 年，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了 2 次
载人飞行任务和 2 次货运飞船补给任
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补给任务已于 1
月圆满完成，后续还将陆续实施神舟十
八号和神舟十九号2次载人飞行任务及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执行2次
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
正在开展任务训练。目前，驻守空间站
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
好，预计于4月底返回地面。

在精心组织实施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各项任务的同时，瞄准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2024
年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
项研制建设工作也将加紧推进。目前，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
月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
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文昌发射场配
套登月任务的各项测试发射设施设备
也将全面启动建设，各系统相关研制建
设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
展，是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始终坚守
的原则。后续，将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
进与联合国外空司等机构的国际合作
项目。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分享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成果，
共同推动世界航天技术发展，为和平利
用太空、造福全人类作出积极贡献。

我国今年将发射
两艘神舟载人飞船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进展顺利

新华社杭州2月29日电（记者 许
舜达 朱涵）锂电池的充电速度、工作
温度、安全性是电动汽车进一步发展
的难点问题。浙江大学联合多家单位
设计出一款新型电解液，不仅能够支
持锂电池在-70℃到 60℃的超宽温区
内进行可逆充放电，还可以使得锂电
池在 10 分钟内完成快速充放电。29
日，相关论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
然》。

论文通讯作者、浙江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范修林研究员介绍，在

锂电池中要实现快充的突破，电解液
的特性至关重要，而传统电解液中的
锂离子传输模式无法实现锂离子的快
速迁移。

对此，范修林团队建立了一套溶
剂筛选原则，在几万种溶剂中筛选出
23种“潜力溶剂”，配制出多种电解液，
制作成锂离子软包电池，展开实证研
究。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锂离子软包
电池外形像是一块块压缩饼干，不同
电解液的“配比”却能展现出不同的功

能效应。经过长达4年的研究，浙大科
研人员最终确定了电解液的最佳配
方。

相关测试数据表明，范修林团队
提出的新型电解液在25℃室温下的离
子电导率是目前商用电解液的 4 倍，
在-70℃时高于商用电解液3个数量级
以上。“在同等条件下，我们设计的锂
电池，能够实现充电10分钟，达到八成
充电量，展现出超快的离子传输行
为。”范修林说，该项成果将进一步推
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学者提出新能源电池快充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