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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教育部“2020年高考网上咨
询周”活动将于7月22日至28日在“阳光
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咨询周”期
间，全国招生高校将在线提供咨询，另
外，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山东、
河南、海南、贵州、青海等部分省份将在
平台举办咨询专场，具体安排届时在平
台发布。另外，上海的招生录取工作也
将于7月下旬启动。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根据各地疫情
防控要求，积极主动加强线上招生宣传，
做好网上咨询，为考生、家长提供周到细
致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深入实施高校
招生“阳光工程”，加大招生政策、招生章
程、录取程序等信息公开力度，确保信息
准确性和时效性。

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
平台”网页及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参与咨
询周活动。同时，为提高咨询效率，请考
生提前浏览各高校发布的最新招生信
息，了解相关情况。高考咨询周网址：
https：//gaokao.chsi.com.cn；微信公众号：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与此同时，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下旬启动。市教
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根据本人实际情况，
对照相关日程，把握时间节点。根据安
排，7月23日晚上将公布考生高考成绩、
本科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高考文
化成绩分布表、艺体类考生成绩分布表、
综合评价入围考生成绩分布表。之后，7
月24日-25日高考成绩复核，本科志愿填
报网上咨询。

另外，7月28日-8月5日，“强基计
划”试点院校将组织校测，确定录取考生
名单并公示录取标准。7月29日（暂定）

“上海招考热线”网站公示“特殊类型”招
生志愿可填报考生所获录取优惠条件。

7月30日上午10：00-8月1日下午
2：00，考生填报本科阶段志愿（含综合评
价批次），其中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由学
籍所在中学统一安排；非本市应届高中
毕业生由报名所在区招办统一安排。

市教育考试院表示，届时，“上海招
考热线”网站（www.shmeea.edu.cn）还将即
时发布最新招录信息，请考生密切关注。

不动一块砖墙
居民自治保护老建筑

今年初，由作家陈丹燕和陈保平撰
写的《住在武康大楼》口述史问世。从
2014年起，陈保平先后采访了武康大楼
里的16位住户——入住时间从1950年
代至2007年，时间跨度近60年。

访谈过程中，不少居民对历史建筑
较强的保护意识让陈保平印象深刻。“住
在这个楼里的居民很小的时候就具备了
历史建筑保护意识。比如说这里住了一
位周先生，父亲是工程师。他回忆说，一
家人住在这里半个多世纪，住的整个房
间没有一处地方重新改造过，每一个门、
窗都是按照原来的设计保护着。甚至装
空调的时候，每家每户觉得装挂壁式的
空调会影响墙的原形，所以只是装了窗
式的空调，在原来的窗上拿掉一块玻璃
装上窗式玻璃，在他们家里可以看到完
整的武康大楼建筑。周先生说，他很小
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这个楼你们不能
随便改动，一定要保持原状，因为它有历
史文化的价值。而拥有这种保护意识的
居民在武康大楼里很多。”

陈保平还提到另一位学美术的秦老
师。当年搬到楼里后，大堂里有一块地
砖坏了，秦老师很想找到一个同等材料，
把这块地砖补好，但这个是半个世纪之
前造的楼，很多材料都是进口的。无奈
之下，他便用自己手艺进行修饰，按照其
他地砖的款式，在地上描了一块地砖的
样式，普通人就不会注意到地砖是有损
坏的。这种素养是老上海传承下来的。

“在现在的网络时代，楼内的居民又
自治建立了一个居民网上平台，经常会
讨论对老建筑哪些地方保护还不够的事
宜，哪些新搬进来的住户在装修时要注

意什么，通过网上平台用自治的管理方
式进行沟通，所以这个地方的居民素质
确实比较高。”陈保平评价说。

年轻人光知道打卡不懂价值
专家呼吁多关心背后的故事

虽说不能进入大楼内参观，但武康
大楼附近已经聚集了一批潮流业态，大
楼底层还有展示厅，成为游客们流连忘
返的地方。

就在武康大楼隔壁，就设有元龙音
乐书店、大隐书局、网红冰淇淋、老麦咖
啡馆等。大楼底层的空间是开放式的，
大家可以走进来、停下来，甚至在这个小
小的展览空间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每次走过武康大楼，周围不少年轻
人在那里拍照，其中有一些小主播，用自
己的方式介绍武康大楼。对于这样的现
象，伍江表示有喜有忧，“这个历史建筑
通过修复、修缮、更新，被重新激活，慢慢
变成网红打卡地，所有人都喜欢，这是令
人高兴的事，让更多人认识到建筑不仅
仅是用来住的，而且是可以拍照，可以在
记忆当中留下来，这是可喜的。但是可
忧的是，大部分来打卡的人并没有意识
到武康大楼的价值，如果武康大楼不那
么漂亮，他们还会来拍照吗？”

武康大楼被年轻人喜爱，却让陈保
平感到喜忧参半。“我每天经过这条路的
时候，看到许多年轻人来打卡、拍婚纱
照。但拍照后年轻人到底了解了什么？
是不是对这幢楼的历史有所了解，我都
怀疑，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时尚的标
志，拍一个照，网上晒一晒就非常自豪。
作为打卡者如果真的喜欢武康大楼，就
可以看看里面的居住者在这里几十年怎
么生活、怎么看待这幢大楼，读一读这段
历史。”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生于“非典”，考于“新冠”，被
称为最难的一届高考生终于在延迟了一个
月后的7月8日交出了人生中一份重要答
卷。高考后的他们很多都想摘掉鼻梁上厚
重的眼镜。高考结束后，第一人民医院、上
海市眼病防治中心等各家医院屈光科门诊
量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掀起第一波近
视手术热潮。然而，专家却说，近视手术并
非人人可做，也不是随时可做；在接受近视
手术前必须谨慎，再谨慎！

送给19岁女孩特别的考后礼物
今年19岁的小杰是某高校的一名高三

学生。冲出考场后的同学们大多都是三五
相邀一起去狂欢庆祝大考结束，而小杰送给
自己的考后礼物竟是一台近视手术。

考后第二天，刚刚结束考试的小杰已
然躺在眼科医院屈光科的手术室内，准备
实施全飞秒近视手术。双眼400度近视，
伴随左眼75度、右眼25度散光，戴镜7年
的小杰深受近视困扰，“虽然暂时没想好要
报考什么专业和院校，但我早就下定决心，
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做近视手
术，这也是我送给自己的考后礼物！”

和小杰一样，很多考生选择近视手术
更希望打破视力门槛，成功选择心仪的专
业。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我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儿童青
少 年 总 体 近 视 率 为 53.6% ，高 中 生 为
81.0%。而近视是不可逆的，目前手术则是
唯一的摘镜矫正手段。

正因如此，沪上各家医院眼科门诊量
激增。其中，上海爱尔眼科医院高考后首
日与去年同期翻番。“往年高考生的近视手
术需求会在寒假期间消化一部分，而今年因
为疫情的原因，所有的手术需求全部集中在
暑期，所以屈光科门诊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
的情况。”现行国家卫生部发布的《准分子激
光角膜屈光手术质量控制》行业标准的牵头
起草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爱尔眼科屈
光手术学科带头人王铮教授表示。

专家说手术并非人人都能做
近视问题已成国病，虽然激光手术矫

正视力得到官方明确认可，但并不是所有
人都适合近视矫正手术。

“近视度数过高、角膜厚度不够的人是
不建议做角膜激光手术的”，王铮教授特别
强调，一定要到专业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
严格的术前检查！我建议考生和家长们应
早做打算，因为手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
早做术前检查，要先确认能否实施近视手
术，也好为填报志愿和专业选择提供参考。

专家还提醒，手术并非人人可做，更不
是随时可做，开展术前检查前，也需提前做
好“停镜”等系列准备。如软性球镜停戴1
周以上，软性散光镜及硬镜停戴3周以上，
角膜塑形镜停戴3个月以上。

“常常会有近视患者问我们，哪种术式
最好？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穿衣需量体裁
衣，近视手术更得量眼定制，各种近视矫正
术式的适用范围、效果特征和术后优势都有
区别。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
最好的术式，只有最适合。”专家表示。

高考后考生扎堆做近视手术
专家“泼冷水”：并非人人可做，请谨慎

专家提醒做近视手术要谨慎。 受访者供图

一部口述史讲述武康大楼那些年的故事

专家：年轻人要多关心背后价值
近日，一场主题为“新生武康大楼”的徐汇区新一期“汇讲

坛”在武康大楼底层的展览空间举行，作家陈丹燕、陈保平夫妇
向大家分享了为武康大楼撰写口述史的幕后故事。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高考网上咨询周
将于7月22日至28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