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0日，全国多地高考已经落下
帷幕。随之紧锣密鼓迎来的，是考生和
家长们对于未来专业志愿最后的考量
和填报。“云招考”从2022年上线之初，
一直秉持着以最新的技术和最全面的
视角服务全国的考生、家长、学校。在
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2025的“云招考”
继续焕新升级，陪伴与共。

全面辅助高考志愿填报
面对高考改革，志愿填报如何才能

精准投递？专家的政策解读在哪里？
云招考平台持续打造的“高考通”模
块，覆盖了“普通类高考”、“艺体类高
考”、“对口高考”、“高职单招”等五大
招考层级，个性化助力考生筛选院校，
规划前程。考生可以输入自己的高考
分数、地域要求等条件，即可显示与你
分数相匹配的筛选学校清单。与此同
时，考生在经过多方了解后，如有想要

报考的高校，可通过“云招考”平台的
网上咨询板块，与高校线上展开一对
一咨询交流。

高考权威信息精准触达
为了对标符合自己理想愿景的学

校，随时掌握第一手讯息至关重要。从
“云招考”平台上线以来，为贯彻主流媒
体社会责任，应用配备了领先的融合信
息发布、大数据精准分析等技术。从封面
新闻把关转载内容，实时推送。无论是政
策动向、专业变化、辟谣澄清……所有
的信息都将通过封面新闻大数据审核、
分析，保证关键信息精准触达。“云招
考”平台以专业的视角，审慎的态度，助
力每一位考生。

“一键”指间浏览全国高校
高校的选择，对于考生是选择一种

学习的环境。“云招考”平台拥有完备的

三维可视化技术条件，将校园全方位以
1:1的三维建模方式配合智能机器人的
解说，生动呈现。以西南石油大学为例，
在这里，你可以随着小机器人的脚步鸟
瞰校园教学楼、图书馆的学养氛围，也可
以倾听来自校史馆谆谆不倦的学史启
迪。技术层面，“云招考”做到了从传统
的平面图文到三维可视的创新升级；信
息层面，“云招考”中的“高校云展”模
块，截至目前，已累计入驻了2500家院
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中。

全方位获取理想高校信息
意向志愿是否适合未来的就业？心

仪的高校所处的城市是否宜居？为了全
面答疑考生、家长疑惑，“云招考”将继续
延续内容的全面焕新和迭代。周一“校长
面对面”为你解答高考那些事儿，周三“专
业解读”专业导师线上解惑考生和家长

疑虑，周四“学长有话说”通过学长学姐
了解大学的校园生活，周五“学业规划”
揭秘学校招生那些故事。值得注意的
是，全新上线的直播平台“川考新声”囊
括了各个高校招生办、专业老师的现场
直播；封面新闻直播间也将陆续推出名
校直播间、主播探校等专题栏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雨曦

扫码登录“云招考”平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
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从增强社
会保障公平性、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均衡性、扩大基础民生服
务普惠性、提升多样化社会服
务可及性等方面作出部署。

意见有何亮点？在国新办
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渭明
介绍，意见在政策上的亮点，可
以用“准、实、新”三个字概括。

准，指的是民生建设的方
向和政策着力点找得比较准。
意见提出了推动新时代民生建
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
及”的八字方针，既要在社会保
障、基本公共服务等制度建设
上增强公平性、提高均衡性，也
要聚焦上好学、看好病、提供

“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和多样化
社会服务等方面，有针对性提
出政策举措。

实，指的是针对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卡点痛点
问题，提出明确目标和务实举
措。比如，意见提出实施农村低
收入人口开发式帮扶提能增收
行动等举措，引导公共资源科学
合理配置，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新，指的是推出更多以“小
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
针对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档次设置，意见提出合理
确定缴费补贴水平，适当增加缴
费灵活性；聚焦减轻家庭生育负
担，意见提出支持引导有条件的
地方将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按程序
直接发放给参保人……一批群众
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将为老百
姓带来更多实惠。 据新华社

6月10日上午，北京电报大楼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厅内座无虚席。随着10点整报时声音响起，国新办准时举行
新闻发布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这场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渭明和教育部、民政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同台出席，拆解最新出台的民生“大礼包”。

此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意见》，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在民生保障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了4方面10条政策举措。 意见有何亮点?

“准、实、新”可概括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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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台的民生“大礼包”都有什么？
六部委详解亮点

“云招考”平台焕新 一站式服务高考志愿填报

育儿
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婴幼儿照护是很多家庭关心的问
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
司司长庄宁表示，近年来，国家卫生健
康委制定托育机构设置管理、保育照
护、伤害预防、消防安全、营养喂养等标
准，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订单签约服
务，向托育机构提供卫生保健、膳食营养、
疾病防控等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托
育服务发展，让婴幼儿家庭“放心托”。

她表示，下一步，要健全支持保障
措施，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推进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协调可持续
发展。在切实提高托育服务质量方面，
促进医疗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指导
各地通过托育服务机构设施设备改造、
质量评估、人员培训、安全检查等措施，
推进托育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守
住安全健康底线。

社保
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将“有效扩
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作为进一步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举措。对此，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翟
燕立在发布会上表示，人社部着力推动
将更多人纳入社保覆盖范围，持续深化
改革，实现了从城镇到农村、从职业人
群到城乡居民的全方位拓展，建成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
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基本
生活保障。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新就业形态
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翟燕立指出，下一
步，在完善各类人群参保政策方面，将

以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
人员、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研究制定更
适合新就业方式和收入特点的参保政
策。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
参保的户籍限制，实施更加灵活的参保
缴费方式，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灵活就业
人员在就业地或户籍地参加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稳妥有序扩大新就业形态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通过完善费率
等政策稳步扩大试点范围。

教育
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

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在发
布会上表示，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部
将进一步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
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紧盯高中学位不
足这一突出问题，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
上优质普通高中。在提高质量方面，用
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标准化建设全覆盖。通过实施“县中振
兴计划”，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
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

对于社会关注的高等教育资源不
平衡问题，郭鹏表示，教育部将推动新
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
省倾斜。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教
育部首次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该
问题进行表态。2023年7月，教育部副
部长吴岩曾在回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将支持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
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助困
推动医疗等专项救助

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提出，要加
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对此，民政部
社会救助司负责人张伟表示，加强低收
入群体兜底帮扶，是保障和改善基本民
生、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
举措，对于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伟指出，要加快推进全国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健全监测
预警指标体系，逐步扩大监测范围，将
存在现实困难的对象，以及存在较大潜
在风险的对象均纳入监测范围，对符合
条件的及时给予救助帮扶。积极推进
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扩围增效，全面开
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
定工作，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医疗等专项
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延伸。研究编制“十五五”相关规划，
加快构建城乡统筹、分层分类的低收入
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体系。

养老
开展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调剂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葛志昊
在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财政对民生
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国教育
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安排均
接近4.5万亿元，分别增长6.1%和5.9%，
卫生健康等支出也都保持较高增幅，着
力推动民生“保障网”越织越牢，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葛志昊介绍，今年国家财政承担的
城乡居民全国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
再提高20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将
适当提高。为确保这些待遇按时足额
发放，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补助力
度，同时开展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调剂，
超过3亿老年人将受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