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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理发，提前在理发店预约登记；想旅
游，提前在网上预约门票；想看病，提前预约
挂号……疫情期间，凡出门必“预约”已成为
很多人的一种习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乃至

“后疫情”时代，预约制还能继续实行吗？专
家表示，让预约更方便、更人性化，方能使之
成为常态。

民众对于预约制不会感到陌生。此前，
预约看病、预约结婚登记、预订酒店或餐位、
预约健身或美容等做法早已存在。只不过过
去预约制的随意性较强，预约尚未成为普遍
的生活方式。但在疫情之下，预约作为防疫
手段被广泛使用，预约的益处和不约的坏处
相差明显，预约制因此成为社会关注和讨论

的焦点话题。
预约制的好处实在太多，有必要将其持

续保持下去。预约旅游，省去排队购票的麻
烦，无需担心门票售罄，且旅客人数适中，风
景不再被人潮遮挡。预约看病，提前几分钟
到诊室，不必一等几小时。预约参观博物馆，
可以提前查资料，降低观展的盲目性，不仅观
展体验好，博物馆也变得井然有序……预约
制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使资源合理均衡配
置，让社会更有秩序，让生活更有品质。既然
有这么多好处，就不应仅作防疫手段使用，此
后就不再提倡。

以前的预约制比较简单，无法满足更多的
需求，预约制应推出升级版。比如，过去预约

属于非必选项，不预约也能得到较好服务，但
将来预约有可能成为必选项，不预约就会丧失
优先权，比如买不到门票等。在就医方面，目
前已有多地要求非急诊全面预约，将来这种现
象也可能出现在其它更多服务领域。预约变
成必选项，就必须照顾到所有群体，比如下载
相关 APP，关注微信公号或小程序，填写个人
信息等繁琐方式应加以简化，并提供多种预约
渠道，方便老年人和其他对此不适应的人。

此外，预约制的规则有待细化，配套措施
也有待完善。商家做生意，当然来者不拒，这
样一来，是否预约就无关紧要，预约制就难以
得到普及。景区实现预约制，但酒店没有同步
实现，就会出现游客到旅游地却不能进景区等

现象。景区虽然通过预约整体限流，但景区内
的景点或许由于没有预约，仍会出现拥挤。患
者到了预约时间出现在诊室，但医生很可能还
在忙着为其他患者诊疗，预约看病的效果就会
大打折扣。种种可能出现的不良现象，都需要
通过完善和细化规则加以化解。

优质的社会服务，需要通过预约来调配
资源和保持秩序，这就意味着预约制可以作
为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手段来使用，建设服
务型社会，不仅各行业有必要推出适合本行
业的预约制，而且在整体上，也有必要为预约
制制定基本规则。如此才能推进预约制健康
发展，使之成为民众接受服务的首选。

（来源：北京青年报）

以升级版预约制提升社会服务品质

湖北高三复课首日，又传来一个好消息--
武汉大学近日发布了《武汉大学2020年强基计
划招生简章》，自2020年起取消自主招生考试，
正式启动2020年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简称

“强基计划”）工作。今年武大有8个基础学科相
关专业面向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
招生规模为150人。

同日，其他试点强基计划的高校也陆续发
布招生简章。受疫情影响，高校发布招生简章
晚了一个多月，而武汉大学率先发布强基计划
招生简章，也意味着受疫情影响的高校招生工
作步入正轨，强基计划是一个新的起点。

强基计划是招生培养改革的新起点。与传
统的自主招生方式相比，强基计划有两大根本
不同。一是不但进行招生改革，更要进行人才
培养改革，强调培养基础学科专业人才；二是不
再采取降分录取方式，而是采取综合评价录取
方式，以高考成绩作为入围门槛条件，对入围同

学进行校测，按高考成绩85%、校测成绩15%进
行综合评价、录取。这既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改
革，又带动基础教育育人方式改革。

今年年初强基计划公布后，有人仍按之前
应对传统自主招生的思路解读强基计划，认为
这可以成为进入名校的“跳板”，“先考进名校再
说”。而36所高校公布的招生简章，十分明确地
告诉学生和家长，不能再以这种思路应对强基
计划。被强基计划专业录取后，按规定不能在
大学学习期间换专业，最多只能从该专业的强
基计划班换到普通班，如果没有志趣成为基础
学科领域的拔尖人才，那在报考强基计划时，就
需要慎重考虑。

传统的自主招生，没有针对通过自主招生
招来的学生进行培养改革，而是让他们和其他
学生一起学习。这不但让一些学校只重招生不
重培养，也让一些学生在报考高校时更看中被
录取，而不是被录取之后的大学学业发展。这

是和推进招生改革的本意背离的--推进招生
改革的目的是科学选材，招收适合本校育人目
标的学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未来要进行的
招生改革，必须是招生、培养一体化改革，不能
脱离人才培养谈招生改革。

以往自主招生特别青睐的学科竞赛获奖学
生，在强基计划中，不再享有任何录取优惠，只
是在入围校测时，享有一定的“优待”--获得学
科竞赛全国决赛二等奖（银奖）以上的学生，达
到本省的一本控制线，即可入围学校校测。但
能否被录取，要看高考成绩和校测成绩的综合
评分，对综合评分的要求是和其他报名申请的
学生一样的。

有学生和家长会问，参加学科竞赛还有什
么用？强基计划的这一操作，正是要降低竞赛
的升学功能，避免把获得升学加分或者降分录
取优惠，作为参加竞赛的终极目标，而忘记参加
竞赛是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和兴趣。

强基计划刚刚起步，要让这一计划进一步
带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育人改革，还需加
大力度。首先，可以逐步增加参加改革试点的
高校数，并在保持基本招生流程不变的情况下，
可增加综合评价中校测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权
重，降低高考成绩的权重。

其次，可按招考分离的原则，改革、调整基
本招生流程，实行高考成绩公布后，大学自主提
出申请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可自主
申请多所高校，高校独立结合高考成绩、学校校
测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表现进行综
合评价录取的新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学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录取
通知书再做选择，由此充分落实学校自主权，也
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
择，提高学生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也促进大
学提高办学质量。

（来源：北京青年报）

以强基计划为新起点推进招生培养改革

5月2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校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这是重庆市首个校园纠纷人民调
解“第三方”中立机构，为探索依法处理校园安全纠纷、保障校园安全提供了新方案。

据了解，新成立的校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旨在规范和推进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营
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免费纠纷调解，提供法律援
助等。为保障校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顺利开展，在人员配置上由相关部门统筹选配素质
高、业务精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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