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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梁巧倩、王天巍、徐青周
报道：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在 7
月 1日上演“双风闹海”。继今
年第3号台风“暹芭”后，今年第
4 号台风“艾利”也在菲律宾以
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气
象部门预计，“暹芭”将在7月 2
日正面袭击粤西，广东各地宜
尽快做好防御措施。

根据广东省气象台观测，
“暹芭”在 7月 1日 17时中心位
于湛江市东南方约 365 公里的
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1
级（30 米/秒 ，约 108 公 里/小
时），达到强热带风暴强度。预
计，“暹芭”将以 15-20 公里的
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
续加强，在近海可能加强为台
风级（12 级左右）。预计“暹芭”
将在7月 2日正面袭击粤西，较
大可能于 7 月 2 日白天在阳江
到徐闻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
另外，原位于菲律宾以东洋面
的热带低压已于 7月 1日 11时
加 强 为 今 年 第 4 号 台 风“ 艾
利”。广东省气象台观测，“艾
利”在 7 月 1 日 17 时中心位于
距离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南偏东
方向约 640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8 米/秒），达到热带风暴强
度。预计，“艾利”将以 20-25
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
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对广东
无直接影响。

截至 7 月 1 日 18 时 55 分，
广东多地维持加强对“暹芭”的
台风预警，东起潮州西至湛江
的广东沿海地市全面发出台风
蓝色或以上预警，其中茂名和
湛江市内多个预警区域发出最
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结合
广东省气象台和广州市气象台
7月 1日傍晚的预计，受“暹芭”
影响，7月 2日白天，粤西、珠江
三角洲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其余市
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根据

广州市气象台 7 月 1 日发出的
十天天气展望，广州市区局部
暴雨量级的降水，可能要持续
到7月6日。

广东省气象局 7 月 1 日提
醒，由于“暹芭”和“艾利”存在

“双台风”效应之可能，即使“暹
芭”登陆后广东各地亦需防范其
后期路径受“艾利”影响而徘徊
少动，为华南带来极端强降水的
可能。建议广东各地的海上过
往船只和海上作业人员及时回
港避风；海岛旅游和水上项目应
适时停业。广东沿海市县需注
意防御短时大风导致的厂房工
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
木倒塌等灾害。广东各地需防
御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
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张超、
通讯员吴怡蓉报道：7 月 1日，
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以下简称“珠江委”）获悉，受
台风“暹芭”影响，珠江流域自
东向西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主
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中小
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发生
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台风
及降雨防御形势，珠江防总决
定于7月1日 18时将防汛防台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珠江
委同步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
应提升至Ⅲ级。

连日来，珠江委密切关注
台风发展动态，加强监测预报
预警，每日会商分析研判。珠
江防总已向海南、广东、广西三

省（自治区）发出通知，要求压
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强化
会商研判，切实做好水库安全
度汛、水工程调度、中小洪水和
山洪灾害防御、城市防洪排涝
以及船舶回港、渔排人员上岸
和陆上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等
工作。

1日，珠江防总常务副总指
挥、珠江委主任王宝恩组织召开
会商会，分析研判台风“暹芭”发
展态势。王宝恩强调，本次台风
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强降
雨时段集中，且预报台风移动路
径存在不确定性，防御难度大。
目前，珠江委派出的两个工作组
已赶赴广西、广东一线协助指导
地方开展防御工作。

南海与西北太上演“双风闹海”
“暹芭”或今天正面袭击粤西，“艾利”紧随其后现身

珠江防总将防汛防台风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广州海事局启动Ⅲ级防台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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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增书法类校际联考；2021年，
新增书法类省统考；2022年，又增播音主持校
际联考；2024年起，高水平运动队考生文化考
试成绩全部使用全国统一高考文化课考试成绩
……随着艺体考改革的深入，近年来，无论是招
生考试规定，还是省统考类别，都有着不少变
化。政策年年变，今年，广东省艺术体育类院校
及专业又有哪些新变化？艺体类考生又应如何
合理报考？

羊城晚报讯 记者袁增伟、
通讯员刘毓林报道：7月 1日傍
晚，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台
风“暹芭”较大可能于2日中午
前后登陆雷州半岛。为保障大
风天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湛
江海事局于7月1日 16时起启
动防抗热带气旋最高级别的Ⅰ
级应急响应，要求湛江港所有
船舶于当日 19 时前进入锚地
防风。

湛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
中心 24 小时密切关注台风动
态，及时获取最新信息，通过甚
高频、短信等方式播发安全预
警信息，提醒海上船舶、设施及
作业人员加强防范，及时落实
防抗措施。各海事处加强辖区
码头渡口检查，督促停靠在码
头水域的有序离开码头，派出

海巡船加强航道锚地及码头水
域现场巡查，重点检查锚泊秩
序，督促船舶加强锚泊值班。

同时，海事部门提前部署
应急救助力量，在湛江湾和琼
州海峡重点水域部署9艘海事
巡逻船、3 艘应急救助船以及
社会救助力量，最大限度地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据统计，截至 7 月 1 日 17
时，湛江海事局辖区在港防风
船舶总数 270 艘（不含渔船），
其中施工船 104 艘、无动力船
13艘、危险品船 21艘、集装箱
船 16 艘、客船 41 艘。湛江海
事部门提醒各船舶，及时关注
气象、海况变化，做好台风防抗
应急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
时 拨 打 海 上 遇 险 求 救 电 话

“12395”。

湛江将海上防风应急响应
升至最高级

所有船舶当日19时前进入锚地防风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通
讯员曹远燎、曾禄龙、范天佑报
道：记者从广州海事局获悉，广
州市海上搜救中心已于 7 月 1
日 10时 00分启动防热带气旋
Ⅲ级响应。

“我们已组织辖区船舶有
序防台避风，辖区水上巴士和
珠江游船等客渡航线已全面
停航，深中通道施工船舶已全
部撤离，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已
全部组织撤离。”广州海事局
指挥中心主任管旭东向记者
介绍道。

广州海事局船舶交管中心
值班员密切关注台风“暹芭”动
态路径，加大通航密集航段交

通组织力度，通过VTS系统和
CCTV高清视频监控实时掌握
辖区水域通航情况，及时发布
气象预警信息，提醒船员认真
检查船舶设备，加固锚泊，加强
瞭望值守。

截至 7 月 1 日 20 时，广州
海事局已提醒辖区 3000 余艘
船舶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落实
防台风措施。

广州海事部门提醒广大
船员：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加强值班瞭望，做好防台风措
施，远离台风影响区域，选择
安全水域避风。如遇紧急情
况，请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

“12395”。

7 月 1
日，“暹芭”逐
渐 移 近 华 南
沿海，游客吹
着 强 风“ 打
卡”广州地标

羊 城 晚
报记者
梁怿韬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讯
员粤应宣报道：台风“暹芭”即将
登陆广东，广东要求全省各地各
部门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工作。1
日晚，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获悉，截至7月1日20时，全省共
转移各类人员77900人，回港避
风渔船53728艘，关闭海滨景区、
浴场82个。

省三防办、省应急管理厅充
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全面动员
部署，提前提级启动应急响应，持
续组织综合会商，实时调度受台
风威胁的沿海有关地市，加强防
风防汛工作指导；派出由省应急
管理厅、省农业农村厅、广东海事
局组成的两个联合工作组，分赴
江门、阳江、湛江、茂名市检查指
导防御工作。

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组织全
省海上免休作业渔船2730艘全
部回港避风，7062名渔排养殖人
员上岸避险。

广东海事局撤离海上作业人
员3980人，协调派出16艘海巡船
在珠江口水域进行动态值守；协
调部署专业救助船艇13艘、专业
救助直升机2架待岗待命。

省水利厅安排省级水利应急
救灾资金3500万元支持受灾地区
用于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落实港口渡船
管理措施，琼州海峡已于7月1日
8时起停运。停运前，海峡办协
调了16艘船舶加班抢运，合计运
输700多台货车进岛。

省消防救援总队调派广州、
佛山支队水域救援专业队各50
人前置湛江，调派东莞、机动支队
水域救援专业队各50人前置茂
名，总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

相关重点地市也全力做好防
御工作。

珠海市已全面进入防台风战
时状态。全市3236名防汛责任
人全部上岗到位，做好78987名
临险人员的转移安置对接；全市
3165艘渔船回港避风，在港船只
落实防灾措施，251名渔排养殖

人员上岸，2个海上风电平台68
名施工人员转移上岸，13个海滨
景区、沙滩、浴场等设施全部关
闭，珠澳海湾游航线全天停航。
同时密切监测港珠澳大桥、珠海
大桥、情侣路等重点桥梁和路段
的风力，做好封桥封路准备。

江门市组织全部7414艘渔船
回港避风，4059名渔排、蚝排作业
人员已全部上岸避险，撤离黄茅
海大桥施工现场及川岛码头等危
险区域群众2892人；台山6个滨海
浴场、旅游景区关停，7月1日8时
暂停了川岛跨海航线，防止游客
遇险。全市各级各类应急物资库
储存物资总数约582万件，可随时
调度应急救援；全市各类应急救
援队伍771支，综合抢险队员8700
人，均在备勤待命状态；全市1782
个应急避难场所可随时启用。

阳江市全市503艘渔船已全
部回港避风，2485名渔排人员已
全部上岸；14处海滨浴场、旅游景
区关停，2862名游客撤离；辖区海
上风电施工船舶工作人员670人
撤离；在建工地256个关停；全面
开放避护场所943个，并准备相关
救灾救助物资，确保转移群众有
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
有病能够及时得到治疗。

湛江市组织28407艘渔船回
港避风，关闭海滨景区浴场5个，
海上风电平台施工撤离121人。
转移危险区域人员6979人，危险
房屋及施工人员38908人。针对
转移避险和滞留旅客疏运问题，
湛江已落实224处应急避难场
所，约可容纳65万人。琼州海峡
目前全线停航，湛江西站滞留旅
客1170人，已有序组织疏运。

茂名市及时组织463艘渔船
全部回港避风，4376名渔排人员
全部上岸，关闭海滨景区、浴场3
处；放鸡岛航线已停航。同时，茂
名提前组织前期降雨集中区域、
学校、医学隔离点、削坡建房点、
临时简易板房等重点、危险区域
群众转移避险，已转移603人，转
移海上施工人员50名。

广东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
做好台风“暹芭”防御工作

快讯

●受台风“暹芭”影响，琼州
海峡轮渡于7月1日上午8时起全
线停运。当日傍晚，来自广东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的 信 息 显 示 ，预 计
琼州海峡轮渡停航还将持续36
小时以上。请准备前往海南方
向的车辆，尽量调整行程，暂勿
前往。 （王丹阳 粤交综）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受台
风“暹芭”影响，湛江西站部分列车
停运。另外，7月2日，由广州南站
开往湛江西方向的列车临时停
运。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变化情
况实时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具体受
影 响 车 次 请 以 12306 网 站（手 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李志文）

多所院校新增艺术类专
业，统考校考有调整，新增播
音主持校际联考……今年艺
体类招生的新变化给考生的
志愿填报带来了不少挑战。
此外，随着艺考改革的深入，
省级统考走向全覆盖或是未
来艺术类 招生的发展新趋
势。根据教育部在去年9月颁
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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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4年将基本实现艺术类专
业省级统考全覆盖。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除
了美术类与设计类已实现全
国范围内的省级统考，越来越
多的艺术专业加入到省级统
考。在广东，2021年起，书法
学专业术科考试实行全省统
考。今年，播音与主持类新增
校际联考。根据广东省教育
院发布的相关文件，从2023年
起，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含
粤语）将实行省统考。

面对这些新变化，考生在
报考时，可以在“变”中寻“不
变”。虽然艺考政策年年变，但

今年广东省艺术体育类的招生
总体仍保持大稳小改的趋势。
艺术类省统考仍维持在五大类
别，分别为美术类、书法类、音
乐类、舞蹈类和广播电视编导
类，录取批次依旧是提前批本
科、本科批次、专科批次。除了
新增的播音与主持校际联考
外，其他专业考生影响不大。
而在省级统考进一步强化的背
景下，考好省级统考或成为部
分考生的第一选择。

此外，考生在填报时还需
注意各院校专业在办学校区
与报考要求方面作出的细微
调整。今年部分院校的办学
地点有调整。例如，广播电视
编导类中，广东财经大学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的办学地点改
为佛山校区；艺术校考类中，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将国
际标准舞专业的办学地点由
佛山校区调整到西校区。除
办学地点有调整外，部分院校
专业还修改了对报考考生的

“特征要求”。如华南农业大
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新增要
求“色盲色弱考生慎重报考”。

院校统考、校考有调整B.

新增播音与主持类校际联考C.

院校和专业出现不少“新面孔”A. 面对新变化，在“变”中寻“不变”D.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广
东省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业
目录》中的艺体类将“播音与主
持类”单独列出，同时新增本专
科批次的校际联考。其中，本
科批次28所院校共计划招生
574人，专科批次14所院校共计
划招生189人。

目前，承认广东省术科校际
联考成绩的高校日益增多。其
中，暨南大学的播音与主持专业
在今年首次承认校际联考，普通
话粤语都有招生，对考生的联考
成绩要求为大于或等于245分。

在新增的“播音与主持类”
中，多所院校对报考考生的文

化分和专业分有限制。如北京
体育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均
要求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总
分须达到普通历史、物理类本
科 批 次 招 生 录 取 控 制 分 数
线”。部分院校则对考生的身
高、裸眼视力等有特殊要求，如
重庆大学、广东白云学院等3所
院校均对报考男女生的身高作
出要求。

此外，记者注意到，在今
年的招生目录中，承认校际联
考的院校名单与此前省考试
院公布的拟定院校名单有所
出入。在去年12月发布的《广
东省2022年普通高校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含 粤 语）招生
考试工作的通知》中，承认广
东省播音与主持联考的拟定
本科院校有70多所。但在此
前公布的艺体类专业目录中，
承认校际联考的本科院校变
为28所。

针对这一变化，记者咨询
了部分在拟定名单上“消失”的
院校。湖南大学招生办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拟定名单与
实际名单的不同是各院校根据
各省分配名额与学校招生计划
所作出的正常调整，建议各考
生在报考时须以各校公布的招
生章程为准。

与去年相比，今年多所院
校在统考、校考上有所调整。
其中美术类提前批变动幅度较
大，其中，统考合格类由去年13
所院校新增到24所院校。在这
些新增院校中，中央美术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等十多所学校在
今年取消了部分专业校考，北
京舞蹈学院、江南大学、南京艺
术学院退出了广东省提前批

“统考+校考”类别。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院校

反向增加了校考招生，北京印
刷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均从
美术类提前批统考类别转为

“统考+校考”批次院校。

广播电视编导类今年则新
增“统考+校考”类别，在提前
批统考合格类出现部分院校扩
招，如浙江传媒学院由10人扩
招到41人，同时新增4个专业
招生。

在其他类别方面，艺术校
考 类 在 今 年 呈 现 缩 招 的 态
势。本科批院校由75所减至
63所，专科批院校由6所减为4
所，退出招生的院校多以民办
院校为主。

音乐类中，华南理工大学
退出本科批次校考，其音乐学
专业、音乐表演专业均转为统
考，并在统考上细化多个小类
专业组。北京体育大学舞蹈

表演（编 创 实 验 班）专业也退
出了舞蹈类本科校考，与舞蹈
表演（冰 上 舞 蹈）在统考上合
并为一个专业组。而对于书
法类，北京师范大学书法学从

“统考+校考”调整到统考，对
高考文化成绩送分作出要求。

今年，广东艺体类招生
计划在各个类别上的院校
数量均有所调整。单体育
类而言，本科院校便新增了
10所院校，多为省外高校，
例如山西大同大学、景德镇
陶瓷大学等。体育类专科
批次也相应新增了不少民
办学校，如海口经济学院、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等。但
从整体上看，体育类院校、
专业招生在2022年是相对
稳定的，没有太大变化。而
艺术类则有一些新变。

音乐类在各个批次也
有新增的院校。其中，在

“统考+校考”提前批上，中
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
院、上海戏剧学院、云南艺
术学院均是首次出现在列
表里。这也得益于一些新

“出炉”的专业：中央戏剧学
院在今年新增录音艺术专
业电影声音设计与制作方
向，上海戏剧学院新设了作
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而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录音

专业是今年第一次参加广
东音乐类省统考，云南艺术
学院则是今年首次面向广
东考生招生。

在其他类别上，不少
“新面孔”入列。对于美术
类别来说，广州美术学院
于今年新增刚获批的美术
教育专业，在提前批统考
类别中进行首年招生，其
本科“省统考类”的美术学
（美术教育）专业统一更名
为美术学（师范）。而上一
年新设的书法类在今年也
备受青睐，在提前批统考
合格类中新增了多所院校
的招生名额。

据《教育部关于公布
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
通知》，110个院校在上一
年撤销本科艺术类专业，
但与此同时，也有162个院
校新增备案本科艺术类专
业，24个院校新增审批本
科艺术类专业，可见艺术
类院校专业变化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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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主类”校际联考“上新”
艺体类院校专业考生该如何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