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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理科生超出一本线
多少分报郑州大学有把握？”“我儿
子分数不高，报志愿时专业优先还
是学校优先？”昨天上午，市招办一
楼服务大厅人头攒动，炎热的天气
无法阻挡考生和家长们的热情。市
一中、市一高、市实验高中及市招办
的10位老师当天在这里开展高招
咨询活动，为考生、家长们在志愿填
报、高招录取等方面答疑解惑，提供
高招信息咨询服务。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下午6点咨询会结束时，已
有两千余人次考生和家长前来咨
询，现场气氛火爆。

考生全家齐上阵

昨天上午9点左右，记者来到
市招办一楼服务大厅，咨询台已被
心急的考生和家长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不少家庭全员出动前来咨询，
父母和孩子挤在展台前，详细询问
心仪高校的招生计划、招生专业、去
年最低录取分，并将了解到的信息
记录在笔记本上。

“我家孩子是理科生，今年考了
575分，超一本线90多分。我选了
两所985院校，刚才市招办的张永
军科长向我介绍了选报志愿方法，
解释录取中的投档原则，真是受益
匪浅啊！”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这次
咨询活动来值了。

接受咨询的老师站不起身

当天参与活动的考生和家长很
多，每位老师从咨询开始起就没站
起身。市一高老师李霞曾多次参加
平顶山晚报组织的高招公益讲座，
记者看到她时，她正埋头帮一位考
生翻看《招生考试之友》。“现在是填
报志愿的关键时候，在场的每位老
师都尽可能指导好考生，希望他们
能够进入心仪的大学。”她笑着说。

市招办副主任李金山被众多家
长围在中间。为了这次高招咨询
会，他特意收集了我省近6年的高
招计划、院校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
等重要数据。他边听考生介绍边认
真记录，打开笔记本电脑查找数据，
往往是这个考生的问题还没回答
完，就又有家长向他提出了另一个
问题。市招办普招科张永静有着多
年高招咨询经验，她的身边放着三
四个空矿泉水瓶子。她告诉记者，
从活动开始到现在，她的嘴就没停
过，考生和家长实在太热情了，要是
休息就耽误大家咨询了。

家长做足功课才能有效咨询

咨询会现场人潮涌动，考生家
长咨询期间也呈现出“几家欢乐几
家愁”的状态，特别是一些成绩刚过
录取控制分数线或成绩较低的考
生，处境颇为尴尬。比起考生来，家

长显得更为焦急和积极，拿着一大
摞招生简章围着老师不停询问。不
少爷爷、奶奶级的家长也出现在咨
询队伍中。年近八旬的仇奶奶告诉
记者，她的孙子今年报考艺术专业，
文化课考了400多分，孩子很忙，她

替孩子来咨询几个问题。
市招办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截

至当天下午6点，咨询活动已经接受
考生和家长咨询两千余人次。一些
家长对高招具体信息如志愿填报、投
档、录取等环节的政策不熟悉，有的

家长甚至连志愿填报时间也不知道，
以致影响了咨询效率，也浪费了老师
们的精力。希望考生和家长在填报
志愿前，通过河南省招生考试信息
网、《招生考试之友》杂志等渠道了
解我省高招政策，做足功课。

高招咨询会气氛火爆

两千余名考生和家长现场“取经”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
医院在门诊大厅举行第九届国际甲
状腺知识宣传周义诊活动，专家现
场为患者解疑释惑。

今年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的
主题是：“其实不怪你，查查甲状
腺。”针对这一主题，市一院内分泌
糖尿病代谢科主任王俊宏解释说：

“甲状腺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
病，可是很多人并不解甲状腺方面
的知识。甲亢的症状是心慌、出汗、
怕热、手颤、消瘦，甲减的症状是皮

肤粗糙、出汗少、怕冷、增重等，出现
这些症状应该先查查甲状腺。很多
患者都因误诊而延误了治疗。其
实，这也不能怪患者，因为大家对这
个甲状腺疾病的知晓率低嘛。”

不论是甲亢还是甲减，如不控
制均可增加患心血管病风险，并危
及妊娠。但由于甲状腺疾病的表现
轻微，有时不易被察觉，因此定期体
检很重要。王俊宏提醒说，现在想
生二孩的女性多了，若甲状腺功能
出现障碍，则可能导致不孕，也可致
妊娠高血压、流产、早产、胎儿智力
发育迟缓等，所以女性怀孕前，很有

必要做一下甲状腺功能检测。
市民高女士最近查出了甲状腺

结节，手持检查结果忧心忡忡地来
到现场，咨询市一院普外二科主任
段红罡。段红罡细看检查结果后，
建议她先做个穿刺，判断一下恶性
程度，看是否需要手术切除。段红
罡说，近年来，甲状腺结节的发病
率明显上升，但大部分是良性，恶
性约占上5%。从临床来看，甲状
腺结节女性多发，男女患者比率约
为14。如果结节是良性，患者不
必过于忧虑，只要定期复查，视其增
长速度来确定治疗方案就好。

专家提醒：

想要二孩的女性先查查甲状腺

昨天11点多，市区矿工路与正义巷交叉口附近快车道上，一辆
电动车与一辆白色越野车发生碰撞，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注意安全慢行车

□本报记者 李霞

对不少家庭来说，孩子放学
到父母下班这段时间，谁来看孩
子是个问题。卫东区东安路街道
安培社区开办的“5点钟义务课
堂”自2004年7月开班以来，帮了
不少家庭的大忙。10 多年过去
了，“5点钟义务课堂”的孩子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义务辅导孩子的
老师们仍十余年如一日地围着孩
子打转，不计报酬，热心奉献。

6月26日下午5点多，记者来
到安培社区办公楼三楼的“5点钟
义务课堂”时，10多个孩子正在安
静地做作业，53岁的李东伟在小
声地给一个孩子讲解数学题。

李东伟是市区一所中学的教

师。他也是“5点钟义务课堂”坚
持义务辅导时间最长的一位老
师。2008年3月，李东伟无意中
了解到社区“5点钟义务课堂”缺
少教师后，主动找到社区，报名
为义务课堂服务。从那以后的10
多年，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冬
酷暑，他都坚持来“5点钟义务课
堂”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我平时主要辅导小学和初
中的数学和英语。教孩子知识让
我的业余生活变得很快乐、很充
实。”李东伟说，“5点钟义务课堂”
由当初的一间社区办公用房变成
如今安有空调、投影等各种教学
设备的大教室，义务教师和学生
也越来越多，“希望‘5点钟义务课
堂’越办越好。”

花白的头发，瘦高个儿，说起
话来不紧不慢，非常有条理。这
是义务教师刘凤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刘老师并不是安培社区的户
籍人口。2014年，她的儿子在安
培社区租了套房子做生意，曾当
过小学语文老师的她从汝州来到
市区，照顾上小学和初中的两个
孙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成了

“5点钟义务课堂”的一名教师。
“前几年，义务课堂只有我与

李老师，我俩一轮一天给孩子们
辅导。逢到我辅导时，我下午3
点多送完小孙子后便开始洗菜
做晚饭，4点半准时到课堂等着
孩子下学。”刘老师说，刚来平顶
山时，儿子儿媳忙生意时常不在
家，她感到很孤单。当上义务课

堂的教师后，她在社区找到了大
家庭的感觉，还通过孩子们结识
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义务教师张广义是个“全才”
型的老师，今年51岁的他除了辅
导孩子们功课外，还经常教孩子
们画画和做手工。“5点钟义务课
堂”内张贴的孩子们的绘画及书
法作品，便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
的。他告诉记者，单位工作不太
忙，能抽出点时间为社区里的孩
子们服务，他感到非常开心。

“老师们不仅辅导我们做作
业，还教我们写字，课间休息时还
给我们讲很多历史知识和名人轶
事。”辅导班孩子范佳志说。

今年11岁的朱一帆在卫东区
建东小学上五年级，是“5点钟义

务课堂”的“老学生”。她的爸爸
朱杰告诉记者：“义务课堂的老师
很负责，孩子一放学就去教室，老
师早就在教室里等着了。老师们
平时辅导孩子做作业，逢年过节
还经常搞活动，给孩子们发各种
小礼物。我平时工作忙，顾不上
辅导孩子，她奶奶虽然可以陪她，
可不识字又没法辅导。孩子从小
学一年级起就到义务课堂写作
业，每天写完作业再回家。”

安培社区工作人员辛海力介
绍说，安培社区“5点钟义务课堂”
是我市最早成立的社区义务学生
课堂，目前已有5位固定老师和
10名义务辅导志愿者。“5点钟义
务课堂”开展10多年来，先后使近
500名孩子受益。

志愿者不计报酬给孩子做辅导十几年

“5点钟义务课堂”温暖安培社区居民

不少爷爷奶奶级家长来到咨询会现场，为孙辈咨询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