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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国电电力、中国神华6月５日起双双停
牌。根据两家公司此前分别发布的公告，停牌原因
均为其控股股东拟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这引
发了市场对于两家大型央企——— 国电集团与神华集
团或将开展重组整合的猜测。

特大型能源企业神华集团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经
销商，截至今年４月底，企业总资产突破万亿元。
国电集团是以发电为主的综合性电力集团，到去年
底可控装机容量１．４３亿千瓦，资产总额达到８０３１亿
元。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两家企业如能“牵手”，
将有助于打破行业壁垒，形成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竞
争优势的新的能源集团。

这种猜测并非全无理由。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曾表示，央企层面
有的一个企业有几十个专业，有的一个专业又有很
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所以围绕凝聚力
量、结构调整，在钢铁、煤炭、重型装备、火电等
方面，不重组肯定是不行的。”

在６月２日举行的以国企改革为主题的新闻吹风
会上，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表示，下一步，国
资委将继续推进央企集团层面重组，深化央企兼并
重组试点，加强重组后的整合效果评估。他再次明
确，煤电、重型装备制造、钢铁等是稳妥推进重组
的重点领域。

对于煤电领域重组成为改革“重头戏”，中
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并不意外。
“１０２家央企中拥有发电业务的能源类企业有１２
家，相对于钢铁等行业，电力行业央企数量最
多，行业集中度提升空间较大，整合预期强
烈。”他说。

而就未来行业整合的具体模式，李锦分析，
将行业内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央企进行合并同类项
的强强联合模式，以及按产业链相关性重组整合
上下游企业，进而将外部交易内部化、降低企业
成本的纵向整合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事实上，作为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资委通过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吸收合并、共建共享，推动
了１５对２８家中央企业重组整合。

彭华岗表示，国资委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
计、加大推进力度，按照“成熟一户、推进一
户”的原则，加快央企深度调整重组步伐。今年
年内将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户数调整至１００户以
内。他说，重组并不是终点，之后还有较长时间
的消化、融合的过程，这是相关央企面临的重要
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７日电）

“24小时书店”体现人文主义关怀
考生称作文题目立意清晰，但写好写深较难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6月7日讯 7日是高考第一

天，上午11点30分，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作
文题目迅速引来大家热议。

今年山东高考语文作文，要求考生围
绕一段文字材料，根据自己的感悟和联
想，自选角度写作。材料内容大致为：某
书店开启24小时经营模式，每到深夜，夜
读的市民、自习的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
及流浪者等都会来到书店，但书店从来不
驱赶任何人。工作人员说：“有些人经常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他们只要来看书，
哪怕只看一页、只看一行，都是我们的读
者；甚至有人只是进来休息，我们也觉得
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在省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位刚刚走出考
场的考生告诉记者，今年的作文题目立意比
较清晰，写作上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但感
觉写好写深比较难。

对于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济南高新区
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张瑞华认为，命题
形式属于意料之中。“延续了材料作文命题
形式，让考生依据材料进行解读，然后按照
个人理解来立意作文。”

张瑞华说，与往年的作文题目相比，
今年给出的材料简单易懂，各个层次的考
生应该都有话可说。“2016年的‘行囊’
关注的是个体经验，而‘24小时书店’则
更强调社会氛围。”她表示，今年考生应
该不太会出现跑题、读不懂材料的情况。

济南历城二中高级教师、高三语文老
师张宇也表示，整个作文材料中没有出现
偏词、怪词或难词，与平时训练的作文相
比审题难度不大。“书店本是用来卖书盈
利的，但他们却给人们提供了一处身心安
歇的场所。这种行为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
关怀，践行了和谐、平等、友善等价值
观，是一种正能量，考生可围绕相关主旨
展开论述。”

据了解，从明年开始，山东高考所有科
目将全部使用全国卷，因此今年也是山东最
后一年自主命制高考语文试题。

□ 本报记者 李子路

今年的山东高考作文题，参考材料说的
是一家24小时书店的事儿。这家书店的原
型，就是安徽省合肥市新华书店三孝口店。
该书店负责人表示，24小时书店已经成为合
肥市的文化地标，我们要做点亮城市文化氛
围的一盏明灯。

“今天上午通过微信群看到了山东高考
作文题提到了我们书店，我第一反应既好奇
又高兴。”副店长许昕炜告诉记者，“山东高考
能采用这样的题目，说明大家对文化的关注
度更高了。”

从2014年10月31日开始，新华书店三孝
口店就开始实行24小时经营模式，这是合肥
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书店。说起开设
24小时书店的起因，许昕炜说，“原来书店
晚上9点关门，但有很多人仍然意犹未尽。
体会到他们对看书的渴望，我们决定24小时

不打烊。”
令许昕炜没想到的是，24小时书店试运

营阶段，就受到了顾客的热烈欢迎。“原来
我们不孤单，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愿意为阅
读与情怀埋单。”许昕炜介绍，目前，24小
时书店平均每天晚上接待200人左右，周末
会更多。很多人能坚持看书到零点，一些人
困了就睡一会，醒来继续看，能熬通宵看书
的也有十几个人。

许昕炜说，就像作文材料里介绍的那
样，来24小时书店看书的人形形色色，有喜
欢夜读的市民，有自习的大学生，有外来务
工人员，也有流浪者和拾荒者。“不管什么
人，只要来看书，哪怕只看一页，都是我们
的读者，我们都欢迎他来。”许昕炜说。

许昕炜说：“作为文化的栖息地，每一座
城市都应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24小时书店。
我们要做点亮城市文化氛围的一盏明灯，守
候不眠的读者，温暖不夜的城市。”

“看到山东高考作文提到了我们书店，既好奇又高兴”

24小时书店“原型”在哪

□CFP供图
气温升高，市民在安徽省合肥市新华书店三孝口店里看书纳凉。

2017年全国各地

高考作文题目
全国Ⅰ卷(适用地区：河南、河北、山

西、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安徽、福
建)：老外眼中的中国关键词

全国Ⅱ卷(适用地区：甘肃、青海、西
藏、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新疆、内
蒙古、陕西、重庆、海南)：根据古诗句自
拟文

全国Ⅲ卷(适用地区：四川、广西、
贵州、云南)：“我与高考”或“我看高
考”

北京卷：“说纽带”或“共和国，我为
你拍照”

天津卷：重读长辈这部书
上海卷：预测
江苏卷：车辆与时代变迁
山东卷：24小时书店
浙江卷：有字的书无字的书心灵的书

2010年以来山东

高考作文题目
2016年：备好的行囊
2015年：丝瓜藤与肉豆须
2014年：开窗看问题
2013年：为作家作品挑错
2012年：以孙中山箴言自拟题目
2011年：这世界需要你
2010年：生活品质靠什么来支撑

（□记者 齐静 整理）

和社会生活联系更加紧密，让学生有话说，鼓励个性多一些

高考作文：映照社会40年不打烊

□ 本报记者 卢昱

又是一年高考时。对于高考，有人时常
梦中忆起，有时是解不开的数学题，有时是
做不出的文综论述，更有人梦见那600或800
字，毫无头绪却要填满空格的作文……

虽然占据的分数不足总分的十分之一，
但高考作文题却每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今年山东高考的作文题从一个24小时不打烊
的书店展开，延伸到社会、人生的不同维
度，让不同经历的考生皆有言可发。高考作
文题像是一面难得的镜子，年年折射当时社
会状态和群体心态。

40年前的高考作文

“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意在倡导全民
阅读，提高全民文化素养，这种文化传承、
去功利化的导向很明确。这些年的作文题目
越来越以人文本，关注社会，关注未来，以
考生的生活圈子、需求为半径，做一个理性
引导。现在的孩子是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
一代，思想更开阔，知识面更宽。提倡24小
时书店，传达了出题人回归传统的呼吁。”
关注高考作文近30年的临沂语文教研室兼职
研究员高金锋介绍。

时光回溯40年，当年恢复高考即是思

想解放的产物。彼时，高考作文也着力带
动青年的思维。1977年11月9日，山东高
考作文题出现在考生面前——— 《难忘的一
天》。这年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
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众多考生积压已久
的苦闷，在那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
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
中国的风尚。

曾参加此次高考阅卷的高中语文教师
杨义敏介绍，当时他所在的胶州师范考点
考生作文的基本情况是：选材不存在问
题，思想观点没有错误，“有写知识青年
下乡的，有写入党入团的，有写忆苦思甜
的，等等。但真正按记叙文的要求写，可
做范文的很少。主要问题是空泛议论、喊
政治口号多，假话大话空话多。如在我批
的卷子中，有一学生这样写道：‘在打井
时，不小心让石头砸掉一个手指头，但轻
伤不下火线，我捡起手指往腰里一别，继
续干起来。’”

在杨义敏看来，那时作文中的文风问
题，不能怪学生。“那时，从媒体到红头文
件，从领导讲话，到老师讲课，都存在程式
化、格式化、形式主义问题，这种‘话风’
必然要影响到学生。”

“这次高考，使许多人怀揣了很久的希
望终于得以实现，其意义远远超出考试本
身。仅此一点，它将永远存活于人们的记忆
之中，载入国民教育的史册。”杨义敏从事
高中语文教育40年，对此深有感触。

铁屋子裂缝了，露进了光

1978年4月7日，《人民日报》三版刊登

了一篇高考作文——— 《大治之年气象新》，
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23岁的民办教师
陈平原。

“作文写得不好，考场历来不出好文章
的。”2015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
平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颇为谦虚地
说，“但1977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
运。”

正是这篇文章，让陈平原的治学生涯迈
出关键性的第一步。彼时，大学校园里的天
之骄子们，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
派，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陈平原，理
所当然地属于乡下一派。话题不同，朋友圈
自然有异。

“我很快就明白，必须正视自己知
识结构上的缺陷。记得有位老师提醒：
小地方来的同学不要自卑，一开始起点
低，到毕业时，可能比大城市的同学更
有出息。因为大城市里诱惑多，起点比
较高的城里人，不像小地方来的同学有
强烈的求知欲望，且全力以赴学习。现
在，我也用这个观点敲打或激励我的学
生。”陈平原说。

那时的年轻人对未来或多或少地意识
到，自己在参与一场涉及未来命运的拔
河。“作为学生，我们无法对历史产生多
少影响，但从主观愿望讲，我们愿意成为
推进的力量。因为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
前：我们本来所处的铁屋子裂缝了，露进
了光。但裂缝的铁屋子有两种可能：一是
被打开；二是被重新焊上。我们当然不愿
它被重新焊上。”1977年名落孙山之后，
1978年再战高考的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
新宇说道。

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

高考作文题目一直在变，而对现实的关
注却始终未变；高考的人在变，但青春的激
情之树常青。刚恢复高考时，“祖国的需要
就是个人的志愿”的口号却一直在鼓舞着年
轻人。

1985年参加高考的作家宁岱，在回忆高
考作文时说：“当年能够出向《光明日报》
写信反映环保问题这样的题，还是很有意思
的。这能够考出学生的能力，又很实用，可
以发挥得很好。这么多年的笔耕，我觉得写
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观念，1985年的考题就
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1988年时，高考作文题目为《习惯》。
彼时，电影《红高粱》正在热映。当年在滕
州一中阅览室打杂的张先生喜爱看《大众电
影》杂志，高考时他灵感突发，突破了思维
的惯性。“我写的是张艺谋对色彩的运用，
不是以前中国电影的习惯。其实也是想改变
习惯思维，高考作文也可以写影评。”

“高考作文主要分三个阶段：1978年到
1999年，是老高考，全国一张卷；接着是新
课程改革的高考，到2004年；从2005年到今
年，山东是自主命题。刚开始时，作文题目
与政治紧密相连，后来逐渐放开了，和社会
生活联系紧，让学生有话说，不再像一个模
子里造出来的，个性多一些。”高金锋说
道。

“高考十年，还是挺感慨的。这十年所
走的每一步都是在高考的基础上。”十年
前，在临沂参加高考的李淑萍记得，那年高
考题为《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

神华国电停牌引发“联姻”猜想

重点领域央企重组

呼之欲出

6月7日，济南七中考点外，考生利用短暂的入场时
间备考。（□记者 王世翔 报道）

6月7日，山师附中考点外，家长在焦急等待考试结
束。（□记者 张依盟 王原 报道）

6月7日，在省实验中学考点，家长在考场外翘首以
待。（□记者 李勇 报道）

高考第一天，试卷到考生手上

要过哪六关，陪考家长心里想什

么，各地考场有何新鲜事？打开新

锐大众看一看

■
高
考
表
情

□记者 王桂利 通讯员 杨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山东农业大学张宪省教授带领的

研究团队在植物干细胞领域的研究，揭示了激素调
控植物干细胞活动的分子机理。6月2日，国际植物
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植物细胞》以《B类细胞分
裂素响应因子通过对WUSCHEL基因的双重调控作
用决定干细胞的活动》为题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该成果对推动植物离体快繁和基因工程奠定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这也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
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是
高等生物生长发育的细胞来源。与人类和其他动
物相似，植物也有干细胞。植物干细胞主要存在
于茎端、根端和形成层。茎端干细胞通过不断分
裂与分化形成植物的地上部分；根端干细胞形成
植物的地下部分。1957年，德国科学家Skoog和
Miller发现，外源施加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能够
在体外培养条件下诱导植株再生。基于这一发现
而建立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成为植物生物技术
的“主角”。但是，对于外源细胞分裂素和生长
素为何能够诱导干细胞再生、这两种植物激素作
用的机制等问题，尽管六十年来科学家们做了大
量研究，但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由于未搞
清楚其中的机理、缺乏科学指导，大多数农作
物、林木和花卉难以建立离体再生系统，也无法
进行离体繁殖和基因工程操作。

张宪省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植物发育分
子生物学方向研究，尤其是在植物细胞全能性和
器官发育的分子机制研究方面取得多项重要成
果，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2007年至2015年他们
主持完成了包括9 7 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在内的多项
有关植物干细胞研究课题。在多年的研究中，他
们采用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
研究手段，证明细胞分裂素响应调节因子ARRs
对干细胞决定基因WUSCHEL有直接调控作用。
他们发现，在离体培养过程中，细胞分裂素信号
转导通路中的 B类响应因子一方面直接启动
WUSCHEL基因的转录，另一方面通过抑制生长
素 合 成 基 因 的 表 达 ， 间 接 促 进 和 维 持 了
WUSCHEL基因的表达，从而使愈伤组织细胞发
生命运转变，形成茎端干细胞，进而形成完整植
株。他们还发现，B类细胞分裂素响应因子对
WUSCHEL基因的双重调控作用不仅发生在离体
培养的组织中，在正常生长的植物体内也具有调
节干细胞活动的功能。

科研人员介绍，这些重要发现为在更大范围
进行植物离体快繁、开展生物育种、推动工厂化
生产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该团队正在将研
究成果应用于重要农作物，林木和花卉的相关研
究中。

在采访中，张宪省教授说：“做基础研究也要
有明确的方向，要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立项攻关。
我们不赶时髦、不做‘快餐’，只希望研究成果对
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作用。”

山农大植物干细胞

研究获重大突破
揭示激素调控

植物干细胞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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