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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考 500 多名，上戏、南
艺、北电、山艺的校考都止步于
初试。”近日，2022 届辽宁省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生姜子怡
在社交平台发了这样一句话，

“没有复读的打算，艺术类院校
只能‘随缘’了”。

然而，就在采访之前，姜子
怡收到了另一所艺术院校复试
通过的通知，“从一开始目标定
得高高的，每天学、每天练，到后
来成绩不理想，我很难受。现在
收到复试通知，我觉得只要继续
走下去，未来就充满希望”。

日前，2022 届艺术类招生
考试校考阶段逐渐进入尾声。去
年出台的艺考新政策叠加近期
多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之线上
考试、省考范围扩大、文化成绩
要求提高，几大挑战让 2022 届
艺考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升学
规则。困惑有之、不解有之，难掩
失落、重燃希望……在多种情绪
交织中，他们如何走好今年这程
艺考之旅？记者采访了相关艺考
学生和专家。

考试形式改变，
评判标准没变

“最大的变化是，前年开始
有线上考试，今年，校考三场考
试都改成线上了。”谈及今年校
考，姜子怡直言：“不确定性增加
了。”

早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之初，部分艺术院校开始
尝试将线下考试转变为线上面
试。疫情三年来，一届又一届的
艺考生依然在不断适应新变化。

对于广东省美术类考生黄
同学而言，线上考试更有“安全
感”。“美术考试对灯光、画面没
有要求，只需保证作品的真实
性，独立完成后提交作品审核。
所以，在日常熟悉的环境里作
画，会发挥得更加稳定一些。”线
下考试要求写生，线上则变成统
一临摹一张图片，“这样偏差更

小，考起来相对容易”，黄同学
说。

“和线下考试相比，很多学
校的线上考试都会有三次录制
机会，提交最好的一次。这相当
于多了两次机会。”姜子怡补充
道。

不过，作为播音类考生，姜
子怡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体验到，
线下考试能跟评委面对面，会更
有“交流感”。同时，让她感到挫
败的是，“以前没有接触过视频
录制，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拍摄背
景、光线”。经历了多次“没有过”
的考试，看着不尽如人意的视频
效果，姜子怡开始反思过程，并
置备了补光灯等设备。

视频里的线上考试，也让一
些艺考学生感到“不安”。广东省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生吕同
学发现，“很多艺考培训机构非
常专业，他们注重硬件补充，比
如用专业打光把人的面部轮廓
变得更漂亮，而没有参加培训的
同学就会很吃亏”。

硬件设施、拍摄场地的好坏
会影响评委打出的分数高低吗？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导
演系副教授刘硕给出了否定的

回答。“一定要从技术角度来说
的话，手机内存够不够，网络是
否稳定，能否保证说话不卡顿，
这些需要提前做好测试，保证在
考试的时候万无一失。其他额外
设备的增添并不会影响老师的
评判，一台手机、一个光线好的
安静的位置，保证老师能真切、
清晰地看见考生即可。万一在考
试中遇到了技术问题，比如听不
见声音或者看不见人像等，也可
以当即暂缓考试，立刻跟学校招
办联系解决。至少在我们学校是
这样处理的。”

刘硕认为，无论是线上还是
线下，专业教师对学生评判的标
准不会变。“我们需要了解考生
具备怎样的能力，实际上隔着屏
幕也能够清晰和准确地捕捉到。
考生们需要做的是，充分准备，
调整心态，用最放松的姿态，展
现最真实的面貌。”

加大省级统考的
区分能力

2021 年 9 月 24 日，教育部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
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
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
逐 步 扩 大 省 级 统 考 范 围 ，到
2024 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
省级统考全覆盖。

随后，全国各省市相继发布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办法。如广
东省统考分为美术类、书法类、
音乐类、舞蹈类和广播电视编导
类五种统考类别，考生必须参加
省统考且成绩合格，方能参加专
业校考。

今年越来越多的院校承认
省级统考成绩，例如，据《四川电
影电视学院 2022年艺术类本科
招生考试公告》，四川电影电视
学院在辽宁省不再设置校考而
全部采用省级统考成绩。

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
中心主任胡向东表示：“对考生
来说，加大统考推进力度，应该
是大大的利好：一是标准统一，
二是实施相对规范，三是减少考
生奔波考试之苦和花销费用，有
利于考生全力备考，也能够帮助
学生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应对
文化课程备考。”

此外，《意见》也指出，对于
少数专业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
量较高的艺术院校，可按程序申
请在省级统考基础上组织校考。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综合类大学
一般采用省级统考加文化课的
评测方式，而专业类院校则更多
是采用校考加文化课的评测方
式。

吕同学告诉记者，在她看
来，一般艺考生有两条路径选
择：如果文化课成绩占优势，在
每年 12月的省级统考之后就专
注文化课，两者成绩综合起来较
好则有可能进入排名靠前的综
合性大学；如果文化课成绩不占
优势，则在省级统考之后，继续
参加校考，实现统考保底，校考
冲刺。“大家公认专业条件比较
好的同学，会全力准备校考，考
上中传、中戏、北电、上戏这‘四

大院’的概率比较高。”吕同学
说。

提高文化素养将
对艺术创作有极大助益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姜子怡
结束了今年的校考之旅。但是她
坦承，文化课成绩是她目前的短
板。

近年来，由于部分高校对艺
考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不高，导
致一些考生将艺考作为“升学捷
径”。为此，《意见》明确提出，逐
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要求各省
(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
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
步提高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
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逐步
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
拔“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

“有的考生和家长有一个
认知误区，认为艺术类录取分
数相对不高，如果学习成绩不
够理想的话，可以通过报考艺
术类找到一个上大学的出口，
这个想法既是对艺术类选拔的
误解，也是对自己专业选择的
盲从。”刘硕一针见血地指出，

“并且，不是拿到了艺考合格
证，就可以松懈下来，毕竟高考
成绩同样重要”。

胡向东也表示，多年来的事
实表明，文化课和艺术专业考试
成绩双高的学生才能进入高水
平艺术院校。艺术专业课一定和
文化课相辅相成。

“提高对文化课成绩的要
求，不等于需要突击弥补文化
课，也不会占用学艺术的时间。
学艺术，首先要热爱艺术。”刘硕
说，“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从
读书学习第一天起，就在潜移默
化地积累。这样的积累是学习的
需要、生活的需要和思考的需
要，它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据新华社

线上考试、省考范围扩大、文化成绩要求提高……

艺考不再“易考”

基层治理需求之下，村干部
“专职化”“行政化”改革持续推
进。记者近期走访多地基层，发
现村级组织治理效能低下的问
题普遍得到缓解，但部分村干部
心态出现变化，不自觉戴上“官
帽子”，情感和利益联结“上下摇
摆”，给保障基层治理效能带来
风险。

是“农民群众”
也是“公家干部”

村里的工作越来越不轻松
了，记者走进多地发现，许多村
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
村干部跟以前不一样，全天坐
班，一天经常工作 10个小时以
上，村干部也要对接乡镇各个部
门。”河南一位村支书说。

部分村干部反映，“九成精
力投入行政，一成时间联系群
众”已是工作常态。江西一名村
支书告诉记者，乡镇每年考核村

委会指标有8大项40多个小项，
村级组织运转已经与乡镇政府
的各项要求匹配。一名镇党委书
记认为，在现行工作要求下，事
实上已经不允许村干部，尤其是
村支书兼职其他工作。

“我们既代表政府，也代表
村民。”采访中多位村干部这样
解释自己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
为，目前村干部有了多重身份，
过去他们是村集体的当家人，是
农民群众的一份子，现在他们还
是基层政权在行政村的代理人，
虽然没有编制，但村干部某种意
义上已成为“公家干部”。

记者了解到，在中部某个人
口较多的大村，除了村支书在内
的7个村干部，还外聘了17个工
作人员，担任治保主任、财务会
计、片区长、信息员等岗位。

“官帽子”从哪里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村干部
作为“公家干部”的角色正逐渐

凸显。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村干
部出现心态上的摇摆，向上看得
多，向下跑得少，由此也产生一
些村级治理新问题。

岗位作“跳板”，部分村干部
想当“官”。一位地市组织干部认
为，从优秀村干部中选拔公务
员，本意是激励更多人到村里工
作。实际执行过程中，确实有少
数人把村干部岗位当成进入体
制的“跳板”。“考试通道比较窄，
经常出现上百人争一两个指标
的情况。”多名基层干部反映，村
干部“向上流动”的意愿强，村里
留不住人的现象不减反增。

南方某地一名村支书观察
发现，确实有一部分人并不真正
想来当村干部。“村里哪里缺电
少路了他不知道，但是和上级的
关系门儿清。”这名村支书说，一
些村干部有官瘾，对了解民情、
处理矛盾不感兴趣，如果是和上
面领导去沟通就很积极，但要他
扎扎实实干一个项目，他又不愿
意了。

群众成“路人”，村民把村干
部看成“官”。记者调查了解到，
在部分农村地区，当地村民和村
支书“不熟”“不认识”的情况并
不少见。“反正我也没投村支书
的票，他也不来找我们，不知道
他怎么了解实际问题。”一位村
民说。

从群众工作入手
强化村级治理

受访人士认为，推动村干部
“专职化”进程，解决部分农村地
区自治能力发育不足的问题。中
部某地市组织部门干部告诉记
者，通过培育“专职化”的村干
部，此前村民自治“失灵”，成为

“空架子”的问题已经得到一定
程度的解决。

让村级组织强起来，是干部
群众的共识，也是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要求。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
员刘刚认为，村干部的“官帽子”

并非人人争相追逐，反而不少人
将其视为“苦差”。如何将村级组
织配齐建强，创新村干部激励机
制，仍是不少村庄面临的现实问
题。

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一些事
项难以被纳入考核。湖南一名村
支书告诉记者，村里修一条路，
受益的有 5个组，但是每个组都
有自己的主意，提出了 5 种修
法。面对类似问题，“行政命令”
不管用，更需要村干部发挥“农
民群众一份子”的角色功能，以

“柔性”手段解决问题。
走百家门，知百家情，才能

办百家事。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向阳认为，
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基层减负工
作，为基层自主治理留有充分空
间，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做深做实
群众工作的路子上来，在激发干
部创业积极性、满足群众诉求和
解决治理任务中寻求平衡，充分
调动基层活力，培育基层干部的
现代化治理能力。据《半月谈》

心态上摇摆，向上看得多，向下跑得少……

部分全职村干部，官瘾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