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店外经营少了
道路更加通畅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 习 生 刘 一

自创卫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在
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都
有了很大改善和提升。道路变得畅
通了，门前乱摆乱放不见了。

“您知道创卫吗？”“您是怎样
看待创卫的？”“创卫工作开展以来
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你对
创卫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6
月 23 日，记者在人民路和解放
路、漓江路等对 20位市民进行了
随机采访，受访者都表示知道全市
开展的创卫活动。

解放路与人民路交叉口的自行
车店铺老板于山虎告诉记者：“以
前确实有过店外经营的情况，因为
大家都把自家自行车摆出来，现在
我们都积极配合创卫工作。创卫不
仅使市容大环境变好了，就连我们
自己的小环境也好了，以前出摊收
摊都需要一个小时，现在大家都不
出店经营了，也省了时间。我希望
其他商户都齐心合力的把创卫搞
好，争取我市创卫成功。”

市区人民路与解放路向东 50
米的晨光文具店店长刘娜告诉记
者：“以前不太注意门前卫生，贴
了宣传广告纸，还在路边堆放货
物。创卫开始后，我们知道了创卫
的重要性，知道了门前三包，于是
我主动带着员工，把乱贴的广告纸
给去掉了，把门前堆放的货物也清
理干净了。不光我们这，现在领着
孩子上街都觉得道路畅通了。”

市民张大爷告诉记者：“我经
常在漓江路这边买菜，因为马路菜
市场的出现，导致道路狭窄，市民
出行不太方便，希望创卫工作能够
一直保持下去，让占道经营消失。”

2012年12月我市吹响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号角，
自此，市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市民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美誉度和
竞争力不断增强。创卫与每一位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他
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创卫工作，又有哪些意见建议呢？本报
将推出系列报道，报道市民眼中的创卫。

7月 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即将迎来它的95岁生日。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从开天辟地到新天新地，从革
命到执政，从解放到复兴，整
整 95年，这部惊心动魄的奋斗
史诗，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党员
的不懈追求和默默奉献。

在“七一”建党节即将到
来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筑
梦路上，我们同行”系列专
版，讲述不同年代共产党员的
故事，从普通党员工作、生活
的细节出发，呈现他们为这面
永恒旗帜所奉献的光荣和梦
想。敬请广大读者关注并写下
你身边发生的感人故事。

“筑梦路上，我们同行”系
列版面分为“入党那一天”“党
员家风家训”“难忘的红色电
影、书籍”“ 诗心飞扬党旗
飘”几个部分。

入党那一天，发生了哪些
让你终生铭记的故事？

党员家庭里有哪些可以世
代传承的家训家规、家风故事？

《红岩》《烈火中永生》《地
道战》 ……这些经典的红色电
影、书籍，曾给你的人生带来
了哪些影响？

请广大读者就这几个方面
写下自己身边发生的或自己亲
身经历的真实故事，抒发对中
国共产党的真挚情怀，释放红
色正能量。

另外，本报还将开辟“诗
心飞扬 党旗飘”诗歌专版，希
望广大诗歌爱好者积极创作献
礼“七一”的诗歌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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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邀请读者写身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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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LUOHE04 漯河

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985”和“211”如何抉择……

专家面对面支招高考志愿填报
□文/图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 习 生 刘 一

高考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填
报志愿了，如何挑选大学、选专业
成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为让
孩子考一个理想的学校，东奔西
走，寻师问友，迷茫、焦虑、纠
结，成了很多家长近期烦恼。为服
务广大考生和家长，6 月 23 日上
午，由团市委、教育局招募的13名
高考志愿填报优秀导师在漯河五高
新校区面对面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
解惑。

家长称报志愿比考试还难

昨日上午，天气十分炎热，漯
河五高新校区现场依然吸引了上百
名学生和家长，场面十分火爆，很
多家长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依然
很专注的听导师的意见。

“填报高考志愿咋比考试还难
哩，既要考虑兴趣爱好，也要考虑
就业前景。”“如何从为数众多的高
校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来
学习？”“填报志愿时，是选择好学
校还是好专业？”“成绩在一本和二
本之间，到底是奋力一搏，还是选
择保底的二本？”……

考生家长赵女士在现场告诉记
者：“这填报志愿真的比高考还难
呐！我们一家人在家研究几天了，
也没有研究出个结论。我们怕志愿
报的高了，录不上；又怕志愿报的
低了，一辈子后悔！”

第一志愿与专业最重要

记者了解到，往年一些考分相
对较高、很有希望被录取的考生，
由于个人期望值过高，选择的院校
报考人数过多，最终因考分达不到
院校划定的分数线而错失上心仪学
校的机会。这也正是许多考生和家
长担心的问题。

有12年高中班主任经验的漯河

四高教师党军华告诉考生和家长：
当第一志愿上线考生数量不足时，
可投档扩大到第二志愿上线考生，
对非第一志愿考生的录取，仍按从
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但从往年
情况看，绝大部分院校第一志愿上
线考生数量都较充足，很少会出现
调剂第二志愿情况。因此，他建议
考生应根据自己考分情况，在适当
参考所报院校往年分数线的情况
下，慎重选择第一志愿。

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

“是学校好重要，还是专业好
重要呢？”家长刘鑫疑惑地问道，

“如果挤进一所好学校，但是被分
到其他比较冷门的专业了，那么是
选择好学校冷专业还是选择专业较
好但学校相对差一点的学校呢？”

有18年指导志愿填报经验的河
南省骨干教师、漯河实验高中教师
白金全说：“冷门不冷门其实都是
不定数，有可能这几年冷门，还没
等毕业就变得火爆起来；也有可能
火爆的专业，过几年就会变得冷

门。因此，到底选学校还是选专
业，关键要看学生的兴趣所在，有
的学生喜欢这门专业，我们的家长
要尊重小孩的选择，选择不喜欢的
专业，孩子对这个专业学习没有兴
趣，可能也没有什么成就。”同
时，白金全还建议考生在专业填报
时选择全部愿意调剂专业，增加录
取的概率。

“985”和“211”如何抉择？

选高校时，是报考远一点的
“985”还是近一点“211”？漯河实
验高中教师白金全说：“填报志愿
时，在‘211’和‘985’之间选择
的时候，要选择‘985’。现在很多
知名企业在招聘时会明文规定‘考
生须是从本科到博士都是 985院校
毕业’。”简历实在太多，企业需要
花最短的时间和成本找到最有能力
的人，企业也只能用一个出错概率
较低的简单方式筛选。因此他建议
考生宁愿选择偏远一点的“985”
院校，也不要选择地域比较热门的

“211”学校。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见习记者 杨 旭

今年以来，市交警支队对机动
车违规停放实行“零容忍”，在全
市范围内展开了整治行动。然而，
6月 23日上午，记者在市区淮河路
（嵩山路以西段） 看到，虽然该路
段两侧禁止停车，但仍有很多司机
将车停放在路边，原本就不宽的路
面更窄了。

现场：车辆违规停放

在淮河路 （嵩山路以西段） 记
者看到，由于附近有政府机关、居
民楼、写字楼和培训机构，来往的
车辆络绎不绝。该路段的长度只有
300米左右，但道路两旁停放了很
多车辆，尤其是道路北侧。

在路口处，交警部门设置了全
路段禁止停车的警示牌，但车主我
行我素，无视交通法规。

司机：不知该段禁停

看到一位市民将车停在路边，
记者上前告知该路段禁止停车，他
表示自己并不知情。“这里禁停？
什么时候的事？以前在这里停过很
多次也没人说。”市民刘先生说。

随后，记者采访了十几位司
机，其中大多数表示没有看到警示
牌，不知道该路段禁止停车。记者
发现，虽然这里车流量较大，但附
近只有一个停车场，车位并不多，
无法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一些前
来办事的市民也不愿意花钱把车停
在停车场。“就来这边办点事，半
个小时就结束了，还要花几块钱停

车，感觉不划算。”市民赵先生说。

交警：为方便市民通行

采访中，记者恰逢两位交警前
来发放违法停车通知单。其中一位
告诉记者，设置警示牌是几天前的
事情了，之所以该段禁停，是因为
之前有不少附近居民反映，每到下
班时间，这个路段就堵，回家都是
难事。

“对淮河路 （嵩山路以西段）
设置禁停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
附近居住和办事的群众，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进一步整治交通秩序。”
该交警说，“每天整顿三四次，还
是有很多违规停放的车辆。希望广
大市民自觉遵守交规，不要在该路
段随意停放车辆。”

白金全老师在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白金全老师在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

这段路禁停，你知道吗

禁停标志下禁停标志下，，仍仍
有车停路边有车停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