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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10万考生进考场 北京中考安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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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考（初三学考）将于6月24日-26日进行

具体考试安排如下:

已启动考生健康监测

从具体考试安排来看，2022年中考（初三

学考）时间不变，将于6月24日-26日进行，考

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道德与法治、外语、

化学、历史共7门。“今年全市参加中考考生共

10.09万人。”李奕在介绍中表示，“我们特别关

注到中考考生人数多、年龄小。受当前北京市

聚集性疫情影响，涉疫考生数量、封管控考点

的需求等都面临新的变化，对此我们进一步细

化完善了已有方案和服务保障措施。”

据悉，市教委在前期已启动涉疫考生摸

排和全体考生的健康监测，实时动态掌握考

生涉疫情况。同时，细化完善方案预案。制定

并下发有关疫情防控、考务组织、应急处置等

相关文件。

“针对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封管控考点的

设置标准和有关组考工作要求、涉疫考生‘一

类一策’考试实施标准等，我们参照高考工作

方案，结合中考特点进行了再细化和再完

善。”李奕谈道。目前来看，北京市各类考点设

置已经落点落位，人员储备、物资保障均已全

部到位。

针对体育中考的相关情况，李奕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目前随着初三年级的同学返校，

考生所在的学校已经按照方案的安排，陆续

组织已经返校的同学利用体育课和体育锻炼

的时间在校内完成现场考试。“原则上我们要

求在文化课考试之前，把体育考试完成。”李

奕强调。

设置三类考场

在考场设置上，今年北京中考参照了北

京高考的考点设置，按常规考点、封管控考

点、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

置的考场几类情况进行安排。

具体来看，全市共设置常规考点219个，

考场3583个，分别设在18个考区，主要安排

能够正常参加考试的考生。“与高考考点不

同的是，在中考常规考点的设计和编排上，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本校考点和考场参加

考试，同学们相对比较熟悉。”李奕强调，“在

此基础上，我们又考虑了两种特殊情况，一

方面在每个常规考点按一定比例设置了备

用考场，用于安排考试当天入场时健康检测

异常或考试过程中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返

京不足14天的考生考试；另一方面，我们还

为常规考点设置了备用考点，如果常规考点

或周边发生聚集性疫情，那么将原考点整体

平移至备用考点，高考前就有这方面的实战

情况。”

在封管控考点的安排上，市教委选择了

符合条件的宾馆酒店或具备食宿条件的学

校，用于安排届时处于封控区、管控区的考

生，为考生提供“吃住行考”一体化考试保障。

在考场安排上，封控区考生实行一人一考场，

管控区考生可多人一考场，和高考时的安排

一致。为应对考试期间有可能的涉疫考生突

然增加的情况，市教委也提前配置了备用封

管控考点。

“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

设置的考场，将主要用于安排确诊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和处于集中医学观察期的考生。监

考员将按医学要求防护，单人单场考试，考后

答题卡消毒后密封送交。”李奕表示。

做好极端天气应对

北京商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15

日，北京市处于封（管）控状态的中考考生大

约有2600人，“这一数据会动态变化，随时会

有增减，市教委将按‘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时无备’的原则，确保能够满足整体的应急变

化”。李奕指出，跨区涉疫考生，将按属地为主

原则参加考试。

针对考试期间的核酸检测工作，李奕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在6月24日数学考试结束

后和6月26日历史考试结束后，由各考点组织

同学们进行核酸检测。“既确保考生在考试期

间的核酸检测符合要求，也确保考生在考完

试后，跟社会面的核酸检测要求能够有很好

的衔接。”

6月过半，北京已进入汛期。李奕特别提

示，正是高温多雨季节，各区要统筹协调公

安、交通、电力、水务、气象和应急等相关单

位，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和要求，确保师生健康

安全和考试安全。“因为中考考点的设置特

点，远郊区要做好远距离山区考生赴考方案，

确保安全考试。关注气象预报，及时提醒考生

和家长做好防暑降温和应对极端天气准备，

提前规划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堵塞、道路积水

等因素，确保按时到达考点。”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

2022年北京市中考时间临近，6月16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第367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对

今年北京市中考的相关工作安排进行了介绍。据悉，今年北京市共有10.09万考生参

加中考。全市共设置三类考场，其中常规考点219个，考场3583个，分别设在18个考

区。和高考有所不同的是，大部分中考考生都将在本校考点和考场参加考试。同时，

针对中考考生年龄小的特点，今年的中考方案也在已有高考方案的基础上做了进

一步细化完善。

老年网文写手真能月入过万吗

日更4000字

发奋起来比年轻人还图强

一把紫砂壶、一盘花生米、一台安装着

“古董级”XP系统的旧电脑，再就着清晨8

点半的阳光，67岁的老徐按时开启了一天

的网文写作。“年轻人退伍回家，在石家庄

的食品厂上班，和临近车间的女工人相恋

成家，有了一个女儿……”这是老徐网文的

全部内容，也是他自己的生活。

2021年，老徐的老伴需要去北京帮忙

照顾外孙女，但孩子家的房子太小，老徐只

能留守河北。他骨子里是个不能同孤单和

解的人，于是不甘寂寞地自学起电脑，起初

尝试做抖音直播，后来又爱好上了看网文。

在一个午后，看着楼下踢球的孩子们，老徐

一瞬间体会到了当年村上春树的心境，于

是当机立断开始了自己的网文写手生涯。

“我是从集体生活过来的，每天能说好

多话，现在没人说了，我就想到可以像网文

那样写出来，如果有读者评论了，那就好像

是在同很多人聊天一样，所以我开始每天

坚持写，每天能写4000字左右。到现在，我

的网文已经更新30万字了。”老徐颇为得意

地说。

随着移动网络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

越多的“老徐”开始出现在网文平台上。和老

徐一样，退休后的李阿姨也迷上了网文写

作，她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理解的写网文

就是讲一个长的故事，讲故事谁不会呢，我

觉得能坚持写才是当网文写手最难的。”

有人为名有人为利

名利双收很难

老徐的网文从开篇至今已经将近30万

字，但订阅数已经在332人次停留了半个月

没有变化，评论区的互动也在逐渐变少，老

徐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有时候我会在网上

搜自己的笔名，但是百度上查无此人，连无

孔不入的盗版网文网站都不发我的作品。

失落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只要坚持，就一

定能行！”

某网文平台编辑高女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近一年她接手过的网文写手近30

名，其中4名年龄在55岁以上，“老年写手们

的优点在于，他们除了都能拿到全勤奖励

外，文章很少会出现抄袭、融梗等不符合平

台规定的问题，但问题就在于有些老年写

手太在意字数是否达标，因而会在文章里

写车轱辘话充字数，类似流水账，而不是通

常意义上的网络文学作品”。

此外，就是题材问题。“毕竟网文市场的

主力读者群还是年轻人，老年写手的作品大

部分以自述过往经历为主，若不能结合好潮

流元素、热门题材、热点话题，有时候平台想

帮忙推广也很难。”高女士如是说道。

与老徐的诉求不同，王阿姨更看重写

网文的这份收入，“我看了几篇文，感觉我

也能写啊，而且足不出户就把钱挣了”。王

阿姨曾经是一名护士，后来年龄渐长就转

换到了医院的文员岗位，60岁的年龄敲起

键盘的手速不输年轻人。退休后的她没有

闲着，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是女儿给她推

荐了这份工作。

而李阿姨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家没

有电脑，所以我就每天用微信的语音转文

字来写网文，内容都发给自己正在上大学

的孙女，由孙女帮忙简单整理再上传网文

平台。”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网

文市场中较为流行的5个平台，新写手的激

励机制主要以全勤奖为主，每日更新

3000-4000字，坚持日更满一个月，将从第

二个月起支付600-800元左右的全勤奖

金；此外，网文的订阅数量增加、收到读者

打赏、登上排行榜也会有额外奖金。

想翻盘报班补短板

小心骗您没商量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中国网络文

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

国网文市场规模已超300亿元，网络文学用

户总规模达到5.02亿，较上年同期增加

4145万，占网民总数的48.6%，读者数量达

到了史上最高水平。然而“老徐们”的经历

表明，即使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但想要从

中分得一块蛋糕，并不容易。

恰恰是抓住了老姐们儿、老哥们儿的

这些困惑，如今也有些人开始伺机而动。王

阿姨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我最近在某平

台上找到了个账户，主页里的每篇文章都

在介绍不同的老年网文写手通过什么样的

题材创作出平台爆款，号称包教包会，学好

后还能月入过万。”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培训班往

往先通过社交平台“引流”，随后将学员拉进

微信群，每天在群里投放网文写作资料，传

授热门题材，介绍不同网站的稿费情况。

“在我进群后的第二周，群里开始教如

何做流量，这一次群主开始向我们极力推

荐一个网站，说这个网站能为写手提高订

阅数、收藏量，当然也需要写手支付相应的

费用。我一听感觉跟推销似的，后来越来越

觉得不对劲，学了一段时间，其实什么有用

的东西都没有，就是在各种推销。”王阿姨

无奈地表示，如今，该微信群已经被解散，

群主账号也突然被官方封禁。

如今，王阿姨还在寻找着新的培训班，

努力为一篇都市言情类的网文搭建框架；李

阿姨的网文停更了，她的老伴住院需要陪床

照顾，她已经没有时间再挣这份“外快”；老

徐还在连载，但年底前他想收尾了，逐渐冷

清的评论区让他失去了兴趣；高女士又接了

下新任务，这次负责的依旧是两位老人；社

交平台上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还在评论区询

问着:60岁了，我还能写出爆款网文吗？

此刻，我想说:“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

人活着不论多大岁数都要有梦想，万一实

现了呢？谁说60岁了，您不能是下一个‘唐

家三少呢’？”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实习记者韩昕媛

坐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被称为“森林书苑”

的副中心图书馆，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计划今年底竣工，力争2023年底具备开放条件。

而与其他图书馆有所不同的是，副中心图书馆

未来将通过展示、体验、互动等多种方式，成为

集知识传播、城市智库、学习共享等功能于一体

的文化综合体，为市民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雏形已现

在城市绿心，有一座“文化粮仓”、一间“森

林书苑”、一艘“运河之舟”，而这间“森林书苑”

指的便是副中心图书馆。

自2019年末奠基动工以来，现如今副中心

图书馆正渐渐显露出身形，玻璃幕墙已基本搭建

完成，同时幕墙底部也已镶上砖红色的陶板，而

副中心图书馆整体的设计理念源于中国传统文

化符号“赤印”，屋顶的树状建筑结构宛如森林伞

盖，以银杏树叶片为灵感来源，体现出图书馆传

承知识、传播文化的功能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副中心图书馆的设计除了

有诸多含义外，为了能够在今后给人们更好的

阅读体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亮点频现。首

先不可不提的便是用80块高16米、宽2米5的

玻璃作为建筑幕墙，而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

大规模集中使用高大的玻璃作为建筑幕墙。与

此同时，副中心图书馆内部还设置了20000平

方米的开敞式阅览环境以及可存放650万册书

籍的3000平方米机械书库，这在全国范围内属

于藏书量最大、机械化程度最先进的书库。

而按照建设计划，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及钢

结构封顶的副中心图书馆，现已进入内部装饰

阶段，计划2023年底前力争具备开放条件。也

正是随着距离开放的脚步渐渐临近，人们对于

副中心图书馆也有了越来越高的期待。

读者宋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平时

的一大乐趣同时也是休闲方式便是看书，而副

中心图书馆的设计直接抓住我的点，宽敞的空

间、满满的书香、临坐窗边眺望远方，只是想想

就十分惬意，也使得早在副中心图书馆开工时

便对此产生浓厚兴趣”。

高标准建设

本月初，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局长杨烁刚刚来到副中心图书馆调研建设情

况。杨烁在调研中表示，副中心图书馆项目是

北京市的重点工程，辐射京津冀。目前，工程已

进入关键时期，要继续以国际视野高质量推进

项目建设，既要保障建筑质量，又要展现设施

的先进性、引领性和便利性。要把高标准贯彻

始终，把高品质贯彻始终，尽善尽美，把最好的

空间提供给读者。

不可否认的是，副中心图书馆的建设从最

初便以高标准实施建设，此后开放也依然按照

高标准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了满足后者这一条

件，副中心图书馆在智慧化上耗费不少精力。

据悉，副中心图书馆在智慧图书馆的内

涵、技术、体系、功能和服务等方面都进行深入

探索，构建一个具有全景生态、跨界交融、全要

素知识服务的智慧图书馆典范。在设计中加入

了元宇宙、知识共振、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应用，

通过一键预约、一键定位、一键借阅、一键导读

等功能，为读者提供多重感官的交互体验。

以人为本

不言而喻，副中心图书馆建成后，为读者

提供更为便捷且优化的服务是其中的关键，而

在项目建设伊始，副中心图书馆就确定了“亲

民、特色、智慧”的功能设计理念，其运营方首

都图书馆的建设团队也在以人为本的细节之

处不断琢磨。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首都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凭借多年的经验，将自己代入读者的角色，

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想到年轻父母带婴幼儿

外出的忙乱，馆内设置了母婴室和儿童卫生间；

想到常做小组作业的学生群体，馆内设置了可

用于讨论的小型研讨室；想到阅读许久后的疲

惫，馆内设置了多个咖啡站；想到白天忙于工

作，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学习、充电的人们，馆内

开辟了一处提供24小时服务的新型阅读空间。

为了提供更好的阅读氛围，副中心图书馆

共设约2400张阅览座椅，且一半以上分布在从

一层延续到三层的开架阅览区，而书架与座椅

的一体化设计则能让读者在寻到一本好书之

时迅速落座，或临窗而眺，或暂居廊侧，全凭自

己心意。

出版人唐勇认为，与书店在售书中兼顾阅

读不同，图书馆主要为读者提供的是借阅及阅

读服务，因此在阅读氛围上更为看重，既要满

足读者对于图书种类的多元化，也要提供更好

的环境，而副中心图书馆在细节之处的设计契

合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在服务与阅读氛围的

营造上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舒心的体验。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谁还不是个宝宝”这个梗，再一次附体在老年人的网文世界里，这一次，老人

们不甘心停留在“看”的阶段，转为向“创作”要效益。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段时

间以来，各类社交平台上频繁出现“退休在家的老年人可以开启自己的网文之路”

“足不出户写……就能轻松过万”的帖子，评论数、点击量普遍不低。甚至在某平台

上，还有了“55岁简单学几期培训班就轻松上岗月入过万”的课程，老年网文写手的

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五年
·迎接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