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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法小加法” 北京深化教育改革

考研人数九年来首降 留学国考赛道持续升温

创业容易守业难， 即便400年老
字号，张小泉这几年屡出昏招。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近日披露，张
小泉旗下电商子公司因虚假宣传，被
市场监管部门罚款25万元，事由“应
对拍蒜断刀等负面舆情，组织员工刷
单刷好评”。

根据违法事实，张小泉电商公司
组建内部员工群，以商品链接拍A发
B或者拍A发A， 成交价0元或者1元，
拍图好评的方式， 提高商品的好评
率，将差评拉下去。

一番操作下来， 伤害性不大，侮
辱性却极强。 刷单涉及的销售额、人
员不算太多，在各个渠道整体订单的
占比也不大。 内部造假刷评再卖力，
也抵挡不住消费者的真实反馈。直至
东窗事发， 张小泉臆想中的偷龙转
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让“拍蒜
断刀”更显讽刺。

事情本来可以有正向的解决方
式，而不是对抗对冲。

“一把菜刀走天下” 是中式厨艺
的传奇理念，略显夸张却包含朴素的
中式文化和哲学。对很多普通消费者
而言，一把刀切、拍、割、剁，属于常规
操作，如何用刀？用什么刀？哪种情况
下专刀专用？消费者、商家、专家，可
以切磋互补，但拒绝被批评被教育。

400年老字号， 张小泉是中式
烹饪的拥趸，却屡屡站在了消费者
的对立面，拍蒜断刀、斩骨刀不能
斩骨……产品瑕疵接连出现，之后
的补救措施又是漏洞百出：前有公
司高管教育“中国人切菜方法不

对”， 后有子公司组织内部员工刷
单刷好评。

一个玩刀的，看刀法，也看刀品。
刀法是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
品，是技术能力决定的；刀品是态度，
不仅要求胜不骄败不馁，还要求有过
改之无则加勉。

技术力有未逮， 尚有容错空间；
态度阳奉阴违，才是无药可救。

曝出刷单刷评丑闻后，张小泉官
方回应， 已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
引以为戒。话说的倒是诚恳，但态度
不只是口惠，更反映在行动上，对消
费者而言，已经给了一次又一次的机
会，又一刀又一刀的扎心，绕回张小
泉，一刀一刀砍掉自己的百年牌匾。

2023年前三个季度财报显示，张
小泉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双双下滑。

另一方面，作为商务部认定的第
一批中华老字号， 张小泉在复核中
吃到了“黄牌”。《商务部等5部门关
于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的通
知》11月8日发布，对经营不佳、业绩
下滑的73个品牌， 要求6个月予以整
改。张小泉就是这73个“附条件通过”
品牌之一。

经营压力逼出了旁门左道？屡有
风波影响了业绩表现？ 不管先有蛋
还是先有鸡，产品质量、售后保障、
舆情应对、 企业价值观……任何一
个短板都可能是致命的。 只要找到
正确的解决路径， 反复栽跟头不可
怕， 只要不是倒在同一个地方浑然
不知或者装作不知， 张小泉就还是
张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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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单刷评张小泉
刀法不行刀品更差

张绪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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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报名同比减少36万人

持续走高的考研热度在今年降了温。
据教育部最新披露数据，2024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同
比减少36万人，下降约7.6%。而从近几年
的研究生考试报考情况来看， 在今年报考
人数下降之前， 考研报名人数已连续八年
呈上涨态势。 人数从2015年的165万涨至
2023年的474万。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考研热度的降温
并非毫无预兆。 在2024年考研报考人数同比
减少前，考研报名人数增速已出现放缓情况。
数据统计显示，近六年来，其中有四年考研报
名人数涨幅都在20%左右， 而2023年考研报
名人数仅上涨了17万，远低于2022年的80万，
增长率仅为3.72%。

中公教育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 研究生招录的趋势之一是扩大专硕名
额，缩减学硕名额。部分专业的专硕招生名额
已超过学硕名额。但从学费对比来看，不少专
业的专硕学费远高于学硕。 这导致部分家庭
对考生教育投资的价格敏感度更高。 部分考
生也会优先考虑选择进入就业市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形势下，更多学生对就业
的价值追求要高于考研， 同时部分学生也开
始认识到， 考研对日后就业竞争力的提升效
果并不明显，算起时间成本与费用成本来看，
反而不如放弃考研，先去就业工作。

在储朝晖看来，尽管考研人数有所下滑，
但报考人数依旧保持在超过400万的体量。
“仅有部分人出现了观念转变，大多数学生依
旧选择考研。”

留学回暖或分流考研人群

与考研人数下滑相对的， 是今年留学市
场的回暖。

启德留学客户服务数据显示，2023年1-2
月， 用户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咨询量同比
增长达到133%，加拿大的留学咨询量也增长
明显，相比2022年增长了110%。欧洲、英国、
美国的留学咨询量也增长了五成左右。

已连续两次考研失败的冯希在今年选择
申请国外院校读研，实现自己的深造梦。用她
的话来说， 考研只能报名一所院校的一个专
业，对自己而言是“过独木桥才能上岸”，但申
请国外高校研究生却有着多次机会，属于“再
不济也有保底”，总能有个学上。

“其实第二次准备考研的时候， 我就开
始考虑出国读书了， 但当时出入境很不方
便，家里人也不放心，所以就继续留在国内
‘卷’考研了。”冯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出入
境的放开也是促使自己今年决定出国的重
要因素。

在业内人士看来， 若学生出国求学存在
困难，考研会成为他们的“平替”。而随着今年
出入境的放开， 原本受限只能选择考研的学
生将会重新回到留学赛道上。 这或是今年考
研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就业导向下回归理性

实际上，在研究生考试之外，考生的选择
不仅局限于留学， 从考研赛道走向考公的应
届毕业生也不在少数。 中公教育研究院专家
李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国考在今年依旧呈
现了招录、报名人数的“双涨”趋势。

2024年国考的招录人数为 39561，比
2023年增加2461人，涨幅近7%，根据国家公
务员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报名资格审查工作
结束， 共有303.3万人通过招录单位的资格审
查，比2023年同期增加43.53万人。平均竞争
比为77： 1，高于2023年的70： 1。

而从近两年的国考趋势来看，大部分国考
岗位也都面向本科学历考生开放，不少岗位还
向应届生倾斜。以2024年国考为例，共计划招
录39561人、18948个岗位。 在岗位学历要求
上，本科学历可报考的职位数达到16246个，招
录人数为34708人。 占到岗位和招录人数的绝
对比例。同时在国考的近4万个岗位中，还设置
了2.6万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大四学生李菲目前就读于北京某高校的汉
语言文学专业。思量再三后，她决定放弃今年的
研究生考试，专心“考公”。据李菲透露，她的职业
规划是回到家乡当一名小学老师或者基层公务
员，在参考了往年的招录要求后，李菲发现不需
要考研，自己的本科学历已经满足了报名要求。

“如果在工作之后有学历提升的需要，我
可能会重回学校或者读非全日制的研究生。”
李菲表示，今年考研和国考的时间相对接近，
之后还有省考、教考等考试，她更希望自己能
集中精力。“研究生读完之后我还是会考公或
者应聘当老师， 那不如现在就把握住已有的
机会。”李菲说道。

“就业的需求也是影响考研人数下降的
主要因素。”储朝晖表示，考研在最近几年“过
热”了。未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考研人数
会出现理性的回归， 越来越多考生也会逐渐
在考研与就业之间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赵博宇

“‘双减’后半篇文章关键在于校

内的提质增效。”11月23日， 北京市

副市长刘宇辉在结合审议“双减”工

作情况开展的专题询问上表示。当

天，北京商报记者在北京市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获悉，北京市

“双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

“双减”工作进入更深层次，对更加

优质公平教育的需求进一步聚焦校

内， 对加快破解基础教育发展不平

衡、 不充分这一根本问题的期待更

为强烈。下一步，将坚持减量提质发

展范式， 统筹考虑实际需求和有效

供给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做好教育

“加法”向做好“乘法”转变，推动育

人质量整体提升。

推动“双减”落实
取得阶段性成效

11月23日， 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情况
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听取审议了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并就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报告显示，北京市政府各部门多措并举，
以议案办理为抓手，以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
量的首都基础教育体系为目标，“双减” 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
会指出，北京市主要通过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从严治理校培乱象、 务实推进提质增效等工
作，稳步推动“双减”落实。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方面，中央出台《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制
定落实措施和文件，先后颁布《治理违规学科
培训工作指引》《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指导手
册》《关于非学科类营利性培训机构准入工作
的衔接意见》等20余个配套治理文件，还率先
出台了课后服务教师绩效激励经费保障政
策，每年专项安排4.7亿元。

从严治理校培乱象方面， 在学科培训治
理上，全面停止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以
落实“营转非”“备改审”为抓手大力压减义务
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存量， 全市学

科类有证机构从“双减”前的1480址降至332
址，压减近八成，无证机构动态清零，通过综
合施策实现平稳过渡， 有效化解社会风险矛
盾。严肃查处各类违规培训，常态化开展联动
执法检查，建立“五必巡”机制，一体推进防
范、查处。

在非学科培训治理上， 在全国率先创设
“行业归口+行为监管”治理模式，建立价格监
测、预付费监管机制，紧盯随意涨价、大课包、
退费难等群众反映突出的行为， 对7000余家
非学科类机构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改。

此外，务实推进提质增效方面，严格落实
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在200余所学校建设“双师课堂”。建立高
质量作业设计机制， 作业总量和时长全面压

减。建立考试命题创新机制，推动考试评价从
知识立意向能力、价值观立意转化。组织4万
余名教师交流轮岗、近700所城乡学校“手拉
手”结对，推动教育全要素有序流动等。

“大减法、小加法”
推动校内提质增效

报告指出，经过三年的努力,“双减”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对更加优质公平教育
的需求进一步聚焦校内， 对加快破解基础教
育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这一根本问题的期待
更为强烈。在结合审议“双减”工作情况开展
的专题询问上，刘宇辉表示，“‘双减’后半篇
文章关键在于校内的提质增效”。

报告显示，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
新时代首都发展转向减量发展新范式， 首都
基础教育发展也要摒弃“聚集资源求增长”的
传统模式，转向“转型升级提质量”的新赛道，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着力处理好“减和
增”的关系。

具体来看，减去低效无用的“重复劳动”，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据悉，北京市全面落实国
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研制印发
了义务教育阶段全部15个学科的教学指导意
见，全面加强新课标的实施指导；充分利用接
诉即办的“探针”作用，认真梳理中小学教学
管理相关诉求，在市委“每月一题”工作统筹
下，聚焦作息时间、教学安排、考试作业管理
等高频共性问题，主动治理、未诉先办，进一
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减去机械重复的作业负担， 提升作业质
量。北京市编制了中小学作业指导手册，发布
了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优化作业的十条建议，
作业内容从注重知识立意、 方法再现向更注
重学习思考、领悟创新转变，达到高效巩固课
堂知识、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目的，力争用最
少的作业量获得以往依靠大量重复训练达到
的学习效果。

减去学生课余时间参加校外培训的负担，
提升课后服务供给水平。为深化校内育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北京市在全覆盖开展课后服务
基础上，发动各区、校和教科研专业力量共同
参与课后服务质量提升实践研究， 在东城、朝
阳、 昌平等区召开了工作交流展示现场会，强
化课后服务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接和贯通设
计，使学生的学习需求全面回归校园。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市在今年刚公布的
中考科目的调整，也是“大减法、小加法”的体
现。虽然在考试科目上做了减法，但是让“小
四科”回归到课标要求的教学状态，在学科教
学拓展资源， 为学生综合素养提升提供动力
上做加法。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程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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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在200余所学校建设“双师课堂”

438万， 这是教育部日前最新公布的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

名人数数据。 在考研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迎来自2015

年以来连增八年后的首次下滑。与考研人数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4年国

考报名人数以及在今年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仍然持续上涨。 随着近两年各类

招生就业考试的竞争加剧，越来越多考生开始意识到若最终以就业为导向，及

早从考研赛道转至考公求职赛道同样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