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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赵继钊 殷雪
鸢）根据省委工作安排，全省优化营商环境
和开发区常态化第一督导组进驻我市，开
展为期一年左右的常态化督导工作。6月
23日，督导见面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罗清宇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省第
一督导组组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翟振新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新伟作工作汇报。市领导刘俊义、刘
鹓、王剑峰参加。

翟振新指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提升
我省核心竞争力，保障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蹚出一条新路来的重大部署。开发区作为
我省转型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在全省“十
四五”转型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位。要深刻认识开展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和

开发区常态化督导的重大意义，扛牢责任、
奋勇争先，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和开发区改
革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督导组将围绕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开发区及项目建设等方
面，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
统一，通过明查暗访、个别访谈、座谈交流、
实地督办等方式，着力发现、推动解决难点
堵点问题，把抓反面典型作为督导工作的
重要方面，严查不作为、乱作为及损害市场
主体行为等突出问题，确保优化营商环境、
开发区改革发展各项重大任务落地见效，
促进“十四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

罗清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第一督导
组进驻太原表示欢迎。他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三年内两次视察山西，勉励我们“在转
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叮嘱我们
持续在营商环境等重点改革领域攻坚克

难。省委书记林武多次就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这次又
推动开展常态化督导，充分体现了省委践
行“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和加快山西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全市上下
要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深刻认识这次督
导的重大意义，把接受督导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进一步聚焦发展第一要务，强化
省会城市担当，全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和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走在全省前列。要以
坚定的战略定力持续接力奋斗，坚持把优
化营商环境和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作为战
略之举，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扎实开展

“三个一批”活动，深化开发区“三化三制”
改革，不断增强开发区竞争力、带动力；大

力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切
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务实的工作
态度抓好整改落实，坚持把接受督导作为
寻找差距、改进工作的契机，实事求是报告
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努力为督导组
高效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对督导组提
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主动认领、照单全
收，及时研究、整改落实；坚持“当下改”与

“长久立”相结合，推动个性问题与共性问
题、显性问题与深层问题一起解决，真正
把督导成果转化为推进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
年。

省第一督导组副组长及成员，市直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开发区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

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和开发区常态化督导组
进驻太原见面会召开

罗清宇主持并表态 翟振新讲话 张新伟作工作汇报

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6月 24日，我
省今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揭晓。省招
考中心公布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不含二批本科C类院校）
及相关事宜。

●文史类：第一批为 543分；第二批为
458分。理工类：第一批为 505分；第二批
为 410分。

●艺术类文化成绩最低控制线：
第一批：艺术（文）为 380分；艺术（理）

为 354分。
第二批：艺术（文）为 321分；艺术（理）

为 287分。
专业成绩最低控制线：
省统考美术专业为 202.00分；音乐专

业为 74.00分；舞蹈专业为 65.00分；表演专
业为 73.00分；书法学专业为 75.00分。省
联考播音与主持专业为 80.00分；广播电视
编导及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为 309.00分；航
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为 200.00分。

●体育类文化成绩最低控制线：
第一批：体育（文）为 434分；体育（理）

为 404分。
第二批：体育（文）为 366分；体育（理）

为 328分。
专业成绩最低控制线：体育（文）为

68.0分；体育（理）为 73.0分。
●第二批本科C类院校最低控制分数

线，待第二批本科 B类院校录取基本结束
时，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情况另行划

定。
成绩复核工作由省招考中心统一负责

组织实施，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信息和答题
卡是否一致，主观卷是否漏评，合分是否错
误。考生对主观卷成绩有异议的，可于 6
月 25日至 26日每日 9时至 18时到考生报
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部门办理申请
复核手续，逾期不予受理。凡申请成绩复
核的考生须按考试科目提出申请，填写《山
西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主观卷成
绩复核申请表》。各县（市、区）招考部门根
据有关规定上报，统一集中核查。

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高职院校单
独招生、保送生等已被高校确认提前录取
的考生，不再参加高考统一录取。

需要特别提醒考生的是，考生本人须
妥善保管密码，如不慎将密码丢失、遗忘，
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www.sxkszx.
cn）”进入“2021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
平台”，使用报名时填报的手机号码进行密
码重置；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到报
名所在县（市、区）招考部门重置密码。

此外，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时，必须登
录“山西招生考试网（www.sxkszx.cn）”，通
过工具栏上的“考生登录”，进入“2021 年
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行填报。
考生使用搜索引擎搜索网上填报志愿系统
网页，请认准官网标签，避免因误入其他网
站造成自己填报的志愿信息无效、个人信
息泄露等不良后果。

都说高考是人生第一个关键的十字路
口。整个 6月，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考试的
味道：为梦想一搏的考生，望子成才的家
长，甚至全社会都在为莘莘学子让路护航，
可见这场大考在民众心中的分量之重。在
古交河口镇，有这样一个村子：进入本世纪
以来，全村考入全日制二本以上高校的学
生 90多人，其中包括硕士生 20人、博士生
8人。这样的成绩，在教育资源尚不均衡
的农村中显得尤为亮眼。近日，带着好奇
和疑问，记者走进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
庄……

人才辈出的小山村
大坡村是名副其实的山里人家，开车

进村，要在盘山路上蜿蜒爬升半个多小
时。村民房屋依坡而建，仅隔一道坡的人
家，高度相差可达几十米。目前，全村在册
人口仅有 263人，从 2009年开始，随着撤乡
并镇和学校布局的调整，村里不再开设小
学，所有的孩子都要到外面读书。

当被问起村里大学生的数字，一同走
在村间小路上的村委会主任张建平，被阳
光晒得黝黑的脸上挂满憨厚笑容：“这些
年，陆续有 100多个山里娃通过读书走出

大山，成家立业。他们的户口虽然迁走了，
但他们的根永远在大坡村。算上他们的后
代，我们村现在有 840人。”这么多人，其中
就有近 100人受过高等教育。

话题打开，细聊之下发现，同行的几个
村民都称得上是“学霸”的家长：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而从大
坡村走出去的 8位博士，照片和简历就展
示在村广场的光荣榜上。

力争上游的大坡人
村口不到 200平方米的小广场是村里

少有的开阔处，除了广场周边记载着村子荣
耀历史的宣传栏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矗立
在广场中央一块形似元宝的大石头了。

“这是我们村的‘状元石’，村里人有个
不成文的传统，孩子高考前，都要回村转一
转，看看光荣榜，摸摸‘状元石’，激励孩子
们：大坡村人天生一个厚脖颈，干什么事儿
都得勤奋踏实，力争上游！”

大坡村缺水，以前吃水要到 5 里外的
地方一担担挑回来。艰苦的生存条件为村
里人练就了一副宽厚的肩膀，也铸就了村
里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性格。“村里人

节俭惯了，但在读书这件事上从不含糊。”
今年 76岁的张反荣老人，凭着自己农闲时
节养鸡鸭卖农副产品，先后供 5个儿女上
学读书。如今 5个儿女都成了行业栋梁，
孙辈们也陆续以优异成绩迈入大学校门，
其中张宏昌、张宏达兄弟两博士，更是成为
全村人的骄傲。

村里老人聚在一起“晒”儿孙，不比房
子不比车，比的是谁家孩子学习好；发布高
考光荣榜、举办大学生摄影节、每年正月让
回来过节的大学生演讲……全村人都把读
书当作最重要的事。

树人就是最大实事
重视读书，是大坡村几任村干部一直

以来的共识。张同喜老人回忆，当年，村里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村里果子熟了，最好
的一份是老师的；直到 2009年村小学撤销
之前，村里学生只掏书费，学杂费由村集体
负担。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给当年的大坡
村留住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小学教师，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坡村就已实现小学普
及率 100﹪，初中普及率 80﹪，高中普及率
70﹪；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位成绩优异的

大坡村学生师范毕业后回到农村任教，为
大坡村下一代的教育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基
础；特别是到本世纪初，随着撤乡并镇和学
校布局的调整，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
化，教育新政不断推出，给想读书的山里娃
们带来了更好的教育资源。

一个孩子学习用功，带动几个小伙伴
比学赶超；一批读书人考上大学，激励更多
山里娃用读书来改变命运；一代山里娃走
出大山，给农村的振兴和未来创造更多可
能。“大坡村孩子会读书、爱读书”渐渐成了
村里的金字招牌，多年来的努力渐渐结出
硕果。如今，很多学子已在全国各地多个
行业扎根，有所建树。“党让干部给群众办
实事，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读书成才，就
是最大的实事儿。”村党支部书记陈俊明
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要留得住绿
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何为乡愁？那是每
个人内心深处永远惦念的东西。大坡村的
乡亲们都相信，这些走出去的学子，无论飞
得再高、走得再远，他的根永远会留在大坡
村，他们的心，也永远会向着这片黄土地。

本报记者 张波

高考成绩揭晓

我省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公布
文史类：一批543分 二批458分 理工类：一批505分 二批410分

20年走出近百名大学生、20名硕士、8名博士

古交大坡村：用人才撑起振兴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