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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024高考
评卷开始

预计21日前结束评卷，25日前后公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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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高考
落下帷幕，许多考
生选择以毕业旅
行为高中生涯画
上完美句号。数
据显示，今年暑期
“00 后”的旅游订
单占比从去年的
9%增至 12%，广
州本地旅游市场
更是迎来一波报
名潮，上周暑期出
发订单量环比上
涨近七成。面对
考生游客，各地景
区纷纷推出高考
考生免门票的优
惠。业内人士介
绍，6 月份出游整
体性价比仍较高，
适合时间充裕的
高考考生，毕业旅
行定制化、
主 题 化 成
为 重 要
趋势。

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显示，高考结束后，
“毕业旅行”搜索量迅速上升，17岁至19岁
人群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刚参加完高考
的叶同学正打算和两位同学去厦门四天自
由行一趟，因为“那里有大海、鼓浪屿以及
厦门大学”；妈妈肖女士也表示：“我非常支
持，当然也会担心安全问题。所以她们在
做旅游计划的时候，我也会参与其中，尽量
让她们少踩坑。”

在广州市内各大旅行社门店，高考结
束后到店咨询和报名的高考学生和家长明

显增多。记者从广之旅了解到，高考结束
当周，该社报名暑期出发订单量环比上周
上涨近七成，高考毕业生出游意愿强烈。

携程旅游广州中国大酒店营业部销售
经理何俊杰介绍，很多考生选择在高考成
绩公布时间前出游。携程旅游数据也显
示，从当前报名人群来看，今年暑期，“00
后”等年轻群体增长最为显著，同比去年预
订量增长78%。“00后”覆盖了毕业生等学
生群体，今年暑期“00 后”占比从去年的
9%增至12%，提升了3个百分点。

各地景区争相抛出“橄榄枝”，
推出凭中、高考准考证免费游玩的
优惠政策，吸引暑期客流。因此，
考生们最好带上学生证等相关证
件，或可节省不少费用。

如广东长隆就特别针对中、高
考考生，推出了适合同学们相伴游
玩的“欢聚三人票”，适用范围包含

广州、珠海两地各主题公园和马戏
剧院，考生可凭年度准考证或毕业
证购票验证入园；省外各地景区也
是使出浑身解数，目前已有北京、
河北、浙江等地超百家景区向考生
抛出“橄榄枝”，考生可持准考证到
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河南隋唐洛阳
城景区等著名景区享受门票免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
道：6 月 13 日，广东省教育考试
院在华南师范大学高考评卷点
举办广东省 2024 年高考评卷媒
体开放日活动，通报高考评卷进
展情况。

试卷数创历史新高

开放日上，广东省教育考试
院副院长、广东省招生办副主任
孔智军介绍，评卷工作于6月 13
日正式开始，预计 21日前结束。
经过成绩合成和校对后，6月 25
日前后将公布高考成绩和各批
次录取分数线。

广东2024年普通高考（夏季
高考）报名考生 76.8 万人、实际
参加考试 72.1 万人，试卷 461 万
份，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广东评
卷点继续设在华南师范大学（大
学城、石牌两个校区）。全省共
选聘 6150 名评卷教师，比去年
增加近200人。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高考评卷工作。省招委会成立评
卷工作领导组，下设评卷工作办
公室和华南师范大学评卷工作领
导小组、质检组、复审组等业务
组，全面统筹评卷工作。今年广

东继续实行计算机网上辅助评
卷，通过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严格
评卷教师管理、严控评卷质量管
理，确保高考评卷公平公正。

广东严把评卷关

今年，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承
担广东高考评卷的任务。“我们
始终坚守岗位，以高度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完成每一份试卷的评
阅。”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华南
师范大学评卷点评卷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阳成伟表示，2024年华
南师范大学设置 8个评卷场点，
其中石牌校园 7个，大学城校园
1个。评卷场在评卷期间采取封
闭式管理，并安装 5G 信号屏蔽
设备。答题卡流转、扫描、评卷
全过程在视频监控下进行，所有
评卷数据均通过专线加密传输，
确保信息安全保密。

阳成伟介绍，6150名评卷教
师中，从全省21个地市选聘中学
一级及以上职称或拥有硕士学
位中学评卷教师 5029 人，占全
体评卷教师的82%。此外，华南
师范大学选聘了一批具有博士
学位及高级职称的，有丰富高考
评卷经验的大学教师参加评卷，

并由华南师大资深学科专家、院
长、博士生导师担任学科组长。
所有评卷教师必须接受纪律教
育和上岗培训，确保熟悉和掌握
评分参考、评分细则。评卷教师
经考核合格，方可正式评卷。

孔智军介绍，在具体评卷
时，一是扎实开展试评。科学制
定评分细则，确保评分标准统
一。二是全面实行主观题目“双
评”。所有科目主观题均实行

“双评”，确保评卷标准宽严适
度。三是加强评卷质检。评卷
系统随机调度“考核样卷”进行
评分。继续采用智能评分辅助
质检技术，对评卷质量再把一道
关。四是落实监督检查。实行
科组长、题组长、小组长、评卷教
师四级管理，确保评卷质量经得
起检验。

“今天是正式评卷的第一天，
我们将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
要求，严格按照严肃认真、实事求
是、准确服务、始终如一的评卷原
则，有条不紊推进各科的评卷工
作，持续提升评卷工作水平，努力
高质量按时完成 2024 年高
考评卷任务，让考生放
心，让家长放心，让社
会放心。”阳成伟说。

高考后毕业生出游意愿强烈

毕业旅行、亲子游等需求全面释放，旅
游市场将迎来新一波出游热潮。从5月份
开始，就有不少考生家长到旅行社咨询出
国游的线路，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是比较热门的目的地。据了解，受近期日
元汇率影响，日本热度大幅上升；叠加欧洲
杯和奥运会的举办，欧洲产品的关注度持
续高涨；海外长线游学则以英国、美国等最
受欢迎。

但大多数考生和家长的出游目的地选
择还是国内，北京、西安、上海、广州等城
市都是大热门。今年“爆款”当属新疆阿勒

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其成为暑期文
旅市场的流量担当。携程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新疆多地旅游订单增长显著，伊犁暑
期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85%，拥有那拉提
草原的新源县订单量同比增长78%。

业内人士也提醒，6月份出游整体性价
比较高，对计划错峰出游的上班族也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出行时机。进入7月暑期旺季，
旅游产品将有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如7月
广州出发的“阿勒泰双飞纯玩 8天深度豪
华”线路产品，参考价格为近1.3万元/人，相
比6月底出发同款线路上涨约千元。

影视剧令阿勒泰成大热目的地

广 之 旅 专 项 调 研 数 据 显
示，毕业游客群在出游选择上

更重视个性化体验、网红打卡以
及更高的自由度。广之旅粤港澳
省内定制计调刘增洋表示，针对毕

业游学生主体精力充沛、爱玩的特点，行
程设计不妨注重龙舟竞赛、帆船出海、骑
马、非遗体验等特色体验活动，还有特色
表演、BBQ 篝火晚会等夜晚活动。例如，
他们设计了“江门·开平·佛山”毕业游推
荐，毕业生游客将有机会在江门赤坎华侨
古镇和伙伴们来场龙舟竞赛，还能亲手制

作非遗镇濠泥鸡玩偶。
此外，旅游专家提到，今年中国邮轮旅

游火爆，上海出发的爱达·魔都号自今年元
旦首航以来已完成第37个航次，承运游客
数已超15万人次，暑期船期也备受高考毕
业生欢迎，目前销售已近尾声。广东的一
众毕业生有望率先尝鲜“家门口的邮轮”，
据了解，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的首发邮轮“蓝
梦之歌号”邮轮将在 6 月 25 日从南沙出
发，开启 5 天 4 晚的越南下龙湾航次；另
外，MSC亚洲旗舰荣耀号邮轮也将在7月
启航，深圳往返执航日本5/6天航次。

考生重视个性化出行体验

全国各大景区齐送“考生福利”

县域里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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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荔枝即将上市，“小年”减产明显

新质生产力助“荔”减产不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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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十几天，广
州荔枝也将成熟上
市 。 6 月 13 日 ，
2024 年广州荔枝营
销推介活动暨从化
荔枝节启动仪式在
广州市从化区荔博
园举行。作为全省
重要的中晚熟荔枝
产区，广州正式接
“荔”，为迎接荔枝
集中上市期做足准
备。

据广州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广州荔
枝 种 植 面 积 约 56
万亩，约占广东省
荔枝种植面积的七
分 之 一 。 受 荔 枝
“小年”和不良天气
影响，预计今年产
量 约 6 万 吨 ，“ 小
年”减产明显。为
此，广州市从文化
品牌、精深加工、冷
链物流、保鲜技术
等方面下手，多措
并举力促“减产不
减收”。

受天气影响，今年广州荔枝
主要晚熟品种集中上市期较去
年有所推迟，预计6月下旬将迎
来集中上市。

据现场发布，2024年广州荔
枝种植面积约56万亩，产量约6
万吨，“小年”减产明显。其中，
荔枝种植面积占比超一半的从
化区，今年荔枝总面积约 30 万
亩，预计产量约3.1万吨。

对于今年全省性的荔枝减
产，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
所荔枝栽培生理研究室主任、广
东省荔枝产业技术创新团队首席
专家向旭表示，据广州市五个国
家气象站监测，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 的 平 均 气 温 为
15.8℃，较常年（1991 年-2020 年）
平均值偏高0.9℃，是历史同期第
六高值，属于典型的暖冬，导致荔
枝成花率大幅减少。不仅如此，
粤西、珠三角地区从1月下旬开始
的寒潮持续时间达到10天以上，
其间还伴随有近0℃的极端低温，
导致桂味等中晚熟品种的花芽形
态分化抽花穗的进程受阻。

据向旭介绍，今年还是有多
个果园对抗住了极端异常天气
影响，成花率达五成以上，但质
量不太可观。只有部分果园适
时用上了植物抗冻恢复液等手
段，较好地保住了产量。

“荔枝‘大小年’成因十分复
杂，有品种特性、恶劣天气、营养不
良、管理失当等众多原因。克服

‘大小年’的技术是综合性、万变不
离其宗的，保护树体健康与培养健
壮结果母枝是核心中的核心。”向
旭说，广东大多数的果园为山地果
园，建议落实老旧果园升级改造、
果园机械化升级等措施，以新质
生产力克服荔枝的“大小年”。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茜也认为，以高端化管理、全方
位认证为手段，“是以新质生产力
赋能广州生态荔枝标准化种植的
关键，将助力广州荔枝产业实现
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据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为积极应
对不良天气的不利影响，市区两
级农业部门把荔枝保花壮花、保
果壮果、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
技术服务作为首要工作，通过持
续开展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
根据气象信息适时发布广州荔枝
生产建议，发布农技短视频指导
荔枝生产，强化荔枝生产管理技
术培训，多措并举，全力提升果农
种植技术和管护水平。”据介绍，
今年广州各区累计出动轻骑兵
6605 人次，服务农业经营主体
（农户）2900家次，已发送荔枝种
植技术信息27.9万条次。

荔枝“小年”减产明显，如
何帮助果农力促“减产不减
收”？

以从化区为例，该区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李斌峰表示：“从
化区将按照‘小年做品牌，大年
做营销’策略，举办 2024 年从
化区荔枝节系列活动，通过一
系列保障措施、文化创意、产品
发布、技术成果展示、宣传矩
阵、营销策略等活动，做好2024
年荔枝营销宣传工作。”

13 日 ，活 动 现 场 发 布 了
2024 年广州荔枝赏味图，集中
呈现全市 67家挂果量多、优质
品种多、开放采摘、设施配套较
好的荔枝果园、基地、农场信
息，分为适合微信朋友圈等移
动社交媒体发布的电子版及便
携式纸质版，只需打开微信扫
描赏味图二维码，即可浏览该
页地图所标果园信息。

荔枝品质好不好，能不能
卖个好价钱，除了好的品种外，
关键还要看“鲜不鲜”，这个关
键环节就是“冷链物流”。通过
持续优化荔枝冷链物流布局，
广州已建成每天可收购加工

400 吨的全省规模最大的荔枝
加工产业链条，重点布局荔枝
种植面积超全市半壁江山的从
化区。

据京东物流广东省区快递
负责人方柳介绍：“相较去年，
我们运力全面提升，省内 35个
物流点实现省内次晨达、54 个
物流点实现最快次晨达、72 个
物流点实现次日达。针对广州
荔枝月结客户设定专属价格政
策，以3KG重量为例，预计每单
可节省物流费用12元左右。”

广州市荔铭农产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林熙彤也表示：“在这
个荔枝小年，有各级领导指导和
成熟的物流冷链配套支持，我
们非常有信心继续以电商力量
为擦亮增城荔枝品牌、擦亮广
州荔枝金字招牌出力添彩。”

如今，广州荔枝的销售半
径正在不断扩大。13 日当天，
从化荔枝举行了出口发车仪
式。据介绍，从化荔枝作为广
州荔枝出口创汇的一匹黑马，
累计出口全球六大洲20多个国
家和地区。

“世界荔枝看中国，好吃荔

枝在广州。”这是广州荔枝在市
场和消费者群体中形成的品牌
定位。广州市近年来创新拓展
市内、线上和海外三个市场，推
动广州荔枝大宗团体采购，开
展荔枝线上销售和直播带货，
协调完善通关退税便利机制，
发挥出口龙头企业渠道优势，
持续扩大广州荔枝消费市场。

“今年，我们依靠冻眠技术
让荔枝出口到中亚各国，扩大
销售半径，并试产荔枝果汁，
还联合科研团队继续加大全链
条关键技术攻关，以技术输
出、设备配套等多项措施进行
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推广，力
推农产品由初级传统直销模式
向高附加值精品和精深加工方
向迈进。”广州市从化华隆果
蔬保鲜有限公司总经理邝东宁
介绍。

除此之外，广州还着力打造
荔枝加工全产业链，推进“果变
汁”“果变粉”“果变干”规模生
产，全市现有王老吉、佳荔等30
多家荔枝加工企业和合作社，加
工转化率达35%以上。加工后，
荔枝产品价值得到显著提升。

广州建城两千余年，荔枝红
了两千余年。与建城史同龄的
广州荔枝种植历史，留下了厚重
的人文底蕴、产业基础、栽培技
术、优质品种，也为广州荔枝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十足底气。

目前，广州市已成功创建2
个荔枝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从化区、增城区成功创建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增城荔枝

入列首批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计划，4个荔枝品种获评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从化荔枝蜜入
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化荔
枝、增城荔枝、从化荔枝蜜获评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增城荔
枝种植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优秀
农耕文化的代表。

近年来，广州持续在优化

荔枝产业品种结构上发力，目
前，累计成功对5万亩低效母株
实施“高接换种”改造。在此基
础上，今年全市仙进奉、北园
绿、水晶球、甜岩、桂味、糯米
糍、井岗红糯等原产中晚熟优
质品种占比93.2%，主推的井岗
红糯、仙进奉、流溪红荔、桂味、
糯米糍等五大优良品种约 38.4
万亩，占68.5%。

广州“荔友圈”不断扩大 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2

羊城种荔拥千年底蕴 产业发展“荔”久弥新3

专家齐齐传经送宝 力助荔枝克服“大小年”1
从化果农正在果园里查看荔枝生长情况从化果农正在果园里查看荔枝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