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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短波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招办 12月 22 日发布消
息，近年来我市研究生报名人数居高不
下，继202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后，我
市考研人数持续攀升，2022年报考人
数为12766人，比2021年增加2302人，
为历年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有关
人士分析，考研人数增加的背后，实际
上是社会对学历要求的提高和就业难
问题，使得部分人寄希望于继续深造后
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

根据安排，研究生招生考试我市共

设 10个考点、1个备用考点，分别是市
四十四中、市四十三中、市十四中、市三
六联校西校区（市六中）、市十三中、市
四十一中、市育才中学、市实验中学、河
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备用考点为
市九中。考试时间为 12月 25日至 27
日。考生可以登录研究生考试报名系
统自行打印准考证。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所有考生入
场前需要出示“两码”（健康码、行程
码）、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准考证、座号
通知单、《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另
外，在校生未实现考前 14天有效封闭

管理的，需要在考前一天向学校提供
本人考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社
会考生（往届生、自考生、成人高校生
等）以及身体异常考生，须出示考前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省外返回
的考生，还要求提供考前72小时两次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未能出示的，由
考点卫生防疫组进行综合研判，确定
是否可以正常参加考试或安排其在备
用隔离考场考试。

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我市多部门协
调联动，通力合作，严打涉考犯罪。考
试期间各考点入场出场、考场表现等信

息都将被全程记录，所有违规行为都将
被依规严肃查处。

市招办提醒考生，在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存在以下行为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包括：组织作弊的；为他人
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为实
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
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代替他人
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希
望广大考生提高法律意识，了解法律
规定，自觉遵纪守法，诚信考试。对涉
考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将坚决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我市12766人报名考研
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考试时间为12月25日至27日，全市共设10个考点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为普及书法艺术，12月21
日，“墨润鹰城——书坛名家公益讲
座”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该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
办，市美术馆、市书法家协会、平顶山
教育电视台共同承办。当天，在平顶
山教育电视台，简短的启动仪式后，
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书
协副主席、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郑庆
伟作了题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怀
素狂草》的讲座，随后，市书法家协会
副秘书长、市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
秘书长赵丰杰作了题为《如何认识隶
书和快速提升技法》的讲座。

12月22日至23日，该活动还举办
了刘根的《说文解字》、李晓辉的《集王
羲之书圣教序解析与临摹》、米启伟的
《经典书法的鉴赏密码》、陈辉的《魏碑
技法浅析》等4位书法名家的讲座。此
次系列讲座由百姓文化云、老家河南
等平台进行网络直播。

书坛名家公益讲座
开讲了

●12 月 21 日，郏县茨芭镇华善公
益团队来到该镇管村、天城洼村等村
的 5 户困难户家中，免费给他们理发、
拍照，并送去了饺子、面包、牛奶等慰
问品。 （孙书贤）

●12 月 21 日晚，郏县城爱唯一婚
礼传媒公司总经理刘占强带领演出团
队来到郏县白庙乡大郭庄村进行了 3
个小时的公益演出。同时，刘占强还
为大郭庄村的郭占文、郭仁义等5个困
境家庭分别送去了 1 壶食用油和 1 袋
面粉。 （孙书贤）

阳台上的绿植阳台上的绿植 画笔下的模样画笔下的模样

袁佩茹，请认领您的证件

市民王先生在市区诚朴路彩虹桥
附近捡到袁佩茹的身份证，请失主看
到 后 拨 打 电 话 17737553316 联 系 认
领。 （本报热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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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晓雨

“如果你是个‘植物小白’，就养
龟背吧，它在南方属于绿化带植物，
耐造。”近日，在市区湛北路一家画
室后院，90后梁雅婷介绍道。院子
不大，有个40平方米的阳光房，里面
除了摆放着色彩丰富的现代画和手
工作品外，还高低错落地生长着形
态各异的植物。

梁雅婷口中的龟背，全称龟背
竹，是一种热带植物。因块头大，龟
背竹在阳光房里挺显眼。但在梁雅
婷家的阳台上，龟背竹就不那么吸
睛了：齐肩高的萨利安、丝绒质感的
绿天鹅绒海芋、色彩斑斓的五彩蜗
牛秋海棠……每一株都独具特色。

偶然接触热带植物

梁雅婷2013年从西安美院毕业
后，回到家乡平顶山开始创业，并于
2016年创办了自己的画室，成了一名
美术老师。2020年上半年，梁雅婷因
疫情待在家里，偶然间接触到了热
带植物，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2月 22日上午，记者来到梁雅
婷家，只见阳台上满目绿色，深浅相
间、高低错落（右图 受访人供图）。

“一片叶子就能生发出无数个
须根，植物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实在
神奇。”梁雅婷家的阳台有8米长，摆
放着近百株热带植物。她买的第一
盆热带植物是金钻，到现在长势还
很好。“新手要从便宜的普通品种入
手，金钻、叶蝉、大仙女都很皮实。”
梁雅婷说。

为给植物创造适宜生长的环境，
阳台上的补光灯、加湿器、电风扇长
时间保持“ON”状态；四季轮转，阳台
上光照位置会变，要根据植物喜光程
度调整摆放位置；红蜘蛛、蚧壳虫等
虫害会让热带植物致命，储物架上常
备“粉药”“白药”，有的药埋在土里，
有的药喷在叶子表面……每次将阳
台上的植物“伺候”一遍，至少要花
费4个小时，梁雅婷却乐此不疲。

“养植物费时、费力又费钱，但
只要她高兴，也就值了。我工作忙，
经常不在家，这些植物能替我多陪
陪她。”梁雅婷的丈夫对她养的植
物，有抱怨，但更多的是支持。

用画笔留住最美状态

积累了一些经验后，梁雅婷开

始尝试养一些小“贵货”。今年 1月
她举办了婚礼，为装点婚房，她在花
卉市场订了一棵价值一千七百多元
的六头龙铁树。“刚搬到家里时，龙
铁树六个柱子高矮相间，看起来就
像一条龙。”但当时天气太冷，龙铁
树在运输途中受冻，几个月后逐渐
枯黄。梁雅婷试着给龙铁树“做手
术”，希望它能“老树发新芽”，但最
终还是无力回天。

一个多月前，她在朋友家看到
一棵“宝莲灯”，一朵朵红色的花垂

下来，宛如宫灯。“我也入手了一盆，
现在就静等花开了。”梁雅婷说，植
物生长过程中，不断有新叶钻出，老
叶被代谢掉。对于难以挽留的美
好，她会用画笔描绘，用钩针织就，
甚至还直接绘在墙上，以永久保留
它们的最美状态。

“梁老师画画功底深厚，她喜欢
热带植物，就在画室墙上画了巨幅
仙人掌和龟背竹作为装饰，平日还
自己用绒线手工织植物，特别棒。”
梁雅婷的同事小鱼老师说。

“90后”美术老师家有片“热带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