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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3 月

24日，从市教育考试中心传来消

息，河南省 2024年普通高校专升

本文化考试将于 4 月 1 日举行。

为确保考试平稳顺利，市教育考

试中心特发布温馨提醒。

合理规划行程。请考生调整

心态，合理安排学习计划，注意作

息 饮 食 ，以 良 好 的 状 态 备 战 考

试。由于实习实训等原因，尚未

返回考点所在地的考生，请关注

天气、交通、食宿、考试要求等因

素，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如期参加

考试。请考生根据当地招生考试

机构安排，于考前 1 天到考点参

加模拟演练，了解考场位置，熟悉

安检流程，检查携带物品是否合

规，确保能够顺利入场。

备好考试文具。考试文具由

考生自备，允许携带的文具为：塑

料透明外壳黑色字迹中性笔（含

备用芯）、塑料外壳自动涂卡铅笔

（2B，含备用芯，可用楔形笔头）、

绘图可换芯铅笔（HB 或 2B，含备

用芯）、橡皮（无封套）、三角板（含

45°、30°直角三角板）、圆规，以

及用于文具收纳的全透明塑料文

具袋（盒）。其他文具不得携带。

检查随身物品。考生进入考

点考场须主动接受智能安检门、金属

探测器检查，无报警提示为合格。考

生只能携带本人准考证、有效居民身

份证和规定文具进入考点（考试封闭

区域），严禁携带手机、对讲机、无线

耳机等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

能的设备。

主动配合安检。考场门口处，考

生须自觉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身份

验证（人脸识别）和文具检查，合格后

方可入场。首场考试结束，文具不得

带出考场，用毕应自行收纳放入文具

袋（盒）内并放置于座次标签旁，所有

科目考试结束后，方可带出考场。

诚信参加考试。考试在标准化考

场进行，全程视频监控，考点实施无线

电信号屏蔽，考生违规行为可实时监

控或通过视频回放认定。希望各位考

生遵守考试纪律，保持良好考试秩序，

维护考试公平，作弊考生相关信息将

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及时关注信息。请考生及时关

注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微信公

众号发布的考试相关信息。如有问

题需要咨询，可向报名所在地招生

考试机构和所在学校咨询，或拨打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服 务 热 线 0371-

55610639；还可登录河南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在线咨询。

我市发布温馨提醒

河南省 2024 年普通高校
专升本考试 4月 1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3 月

24日上午，市龙舟龙狮协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

市体育村举行。

龙舟和龙狮运动项目是中

华传统体育的代 表 项 目 ，赛 龙

舟 、舞 龙 狮 承 载 着 中 华 民 族 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

彰 显 了 炎 黄 子 孙 团 结 协 作 、奋

勇 争 先 的 精 神 内 核 ，是 弘 扬 中

华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我市

龙舟龙狮运动有着良好的发展

基 础 ，在 去 年省十四届运动会

上，我市龙舟项目首次参赛勇夺

3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平顶山

学院的舞龙舞狮，在多项高水平赛

事中屡获佳绩。

市龙舟龙狮协会筹备组介绍了

协会筹备工作报告，市民政局有关

负责人宣读了同意成立市龙舟龙狮

协会的批准文件，审议通过了章程

草案、会费收取标准及使用管理办

法，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

监事及会长、副会长等。宋勇当选

为市龙舟龙狮协会会长。

根据章程，市龙舟龙狮协会是

专业性非营利社会组织，由市教育

体育局业务主管。其业务范围包括

体育竞赛、体育交流、训练培训、学

术研究等。

市龙舟龙狮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 者 孙 鹏 飞）3 月

24 日，鲁山县残联下汤镇林楼共

享轮椅服务站负责人马铁秀吃过

早饭，就冒着小雨去服务站，出门

时对家人说：“我出去一趟，建钊

昨晚打电话，说上午要给他奶奶

借轮椅。天气不好，咱不能让人

家在雨里等。”

5 辆轮椅、3 台助行器、3 副腋

拐……林楼共享轮椅服务站里整

齐摆放着多种残疾人辅助器具，

墙上张贴着《共享轮椅服务站管

理制度》《共享轮椅文明公约》。

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人等

特殊群体是该站的服务对象，他

们只需根据辅具的价值交 100 元

至 200 元押金，就可以免费借用

轮椅、助行器等。“使用时间一般

不超过 3 个月，到期后还可以续

借。”马铁秀说，林楼共享轮椅服

务站自去年 6 月投用以来，已为

周边 3个村的村民提供服务 20多

人次。

据鲁山县残联理事长陈现生

介绍，实行共享轮椅制度的灵感

来自共享单车，目的是让辅具“流

动”起来，提高使用效能，满足特

殊人群的应急需求，是现有残疾

人辅具适配服务制度的有益补

充。他举例说：“比如有的人因为

车祸、摔伤等意外需要短期使用

轮椅、拐杖，通过辅具共享就可以

解决问题，不用再掏钱去购买。”

市残联研究后决定在鲁山县

试点推行辅具共享模式。去年 6

月，鲁山县建成 17 个共享轮椅服

务站，为每个服务站配备 5 辆至

10 辆轮椅和数量不等的助行器、

盲杖等辅具。

辅具共享是一项公益事业，

长期运转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良性

循环。我市在试点之初就充分考

虑这个问题，采取“财政资金购买

一部分，爱心人士捐款购买一部

分，群众家中闲置辅具捐赠一部

分”的模式，解决辅具来源问题；

依托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解决

服务站的人员问题；制定管理制

度、考评奖励办法，解决规范运行

问题。

“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欢迎。”市残联

副理事长李忠杰说。林楼村村民

燕春利去年 9月骑电动车摔伤腿，

到服务站借用了 3个月轮椅，说起

共享轮椅的好处他连连点赞。众

多爱心人士捐款、捐赠闲置辅具

支持这项工作，林楼共享轮椅服

务站的《爱心人士捐赠光荣榜》上

写着：“鲁山县三合食品有限公司

钱三强捐款 1000 元、和尚岭村胡

学成捐赠轮椅一辆……”

李忠杰说，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

事业全面发展”。辅具共享就是

我 市 优 化 无 障 碍 服 务 的 创 新 举

措，市残联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今

年在全省率先出台《平顶山市关

于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社区共享

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市

推广实施辅具共享模式。

辅具共享让爱无“碍”流动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行辅具共享模式

去年6月，鲁山县建成

17个共享

轮椅服务站

↑林楼村村民杨秀

文坐在从共享轮椅服务

站借来的轮椅上，连连

夸赞党的政策好。

← 在 林 楼 共 享 轮

椅服务站里，整齐摆放

着轮椅、助行器、腋拐、

盲 杖 等 残 疾 人 辅 助 器

具。

本报记者 孙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