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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考研人数首次下降
共 6205 人，比去年少 293 人，与就业期来临有关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记者

秦国玲 李涛)17 日，记者从潍

坊市招生考试办公室了解到，

今年研究生网上报名共 11869

人，现场确认 6205 人，比去年

的 6498 人减少了 293 人，研究

生报考人数为近年来首次下

降。

2010 年全国研究生报名信

息确认工作于 14 日结束， 17

日，记者从潍坊市招生考试办

公室获悉，今年研究生网上报

名共 11869 人，共有 6205 人现

场确认。

对于考研人数下降，潍坊

市招生考试办公室信息科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和网上一人多

报以及就业期来临有关。据介

绍，网上报名时考生报考学校

不受限制，有些考生在网上报

名开始时，还没有想好要选择

哪个学校，于是就报了两三所

学校，而在确认时考生只能选

择其中之一，于是多出来的报

名申请名额就被放弃。进入 11

月份，各类型招聘会也陆续登

场，考研原本就以应届毕业生

为主，考研和找工作两者难以
兼得，不少学生可能放弃考研

找工作，也就不会前来参加确

认。还有部分考生由于考虑不

周全，“一时冲动”报了名，

而到确认时却又后悔了。

记者了解到，确定报名的

应届考生大多都目标明确，虽

然多手准备，但不盲目，能先

就业是首选。潍坊学院美术学

院张伟说，他一开始随着同寝

室的人报名了，但最终确认时

“刹车”了。张伟说，“自己

专业不行，而且也不想做大

家，想想还是赶紧工作利索。

现在研究生也不好找工作，读 3

年后竞争压力更大，社会需求

反而减少。”

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大四

学生宋艳在研究生报名确认之

后，还准备明年的“省考”、

“教师招聘”、招聘会等，投

简历也一样不落下，她告诉记

者，“自己最理想的职业就是

当老师，但是现在招聘的少，

而且考试很难，所以现在自己

是多手准备。现在外贸情况不

怎么样，就业环境一般，所以
自己计划是先考研，中间进行

其他的招聘会。”宋艳说，自
己努力了，考不上了明年还是

继续考，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

了，就先工作。

新疆班学生欢庆古尔邦节

17 日，在潍坊中学体育馆

内，一场专为新疆班学生举办

的“欢度古尔邦节”文艺演出举

行，“虽然远离家乡，但在潍坊过

古尔邦节和在家过一样幸福。”

在潍新疆学子努尔古丽说。

本报记者 吴凡 秦国玲

摄影报道

17 日，诸城市市政管理局联合诸城市新奥

燃气有限公司举办了燃气泄露抢险演练。下午两

点，新奥燃气公司经营门站内发出“汽化增压器

发生泄漏的紧急警报”，值班警卫人员迅速疏散

人群并划定警戒范围，调度中心接到抢险信号

后，立即启动应急抢险程序，抢险人员穿戴着防

冻棉服、棉手套、棉靴、头盔等防护用品，持防爆

工具迅速赶往现场切断汽化增压器气相阀门并

进行抢修处理。

经过紧急抢险，抢险人员成功完成抢修任

务。伴随着总指挥宣布“抢险演练结束”，工作人

员收拾工具，整个演练过程用时不到五分钟。

诸城市政管理局副局长王天民介绍说，“冬

季市民用气量大，安全隐患比较多，一些管道老

化，加之不可抗因素，如意外挖断管道等事故发

生，此次演练就是要提高抢险技能，进一步确保

整座城市的用气安全。”

本报记者 李涛 摄影报道

燃气泄漏， 分钟搞定55

首个万吨级码头年底完工

本报 11 月 17 日讯(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袁诚)

17 日，记者了解到，潍坊

森达美港万吨级码头工程即

将于年底完工，潍坊首个万

吨级码头即将投入使用。

17 日，记者在潍坊森

达美港万吨级码头施工现场

看到， 3 个万吨级通用散货

码头正在紧张施工。据施工

人员介绍，目前已安装 4 台

门座式起重机，正在进行最

后的调试，整个万吨级码头

工程将于 1 2 月底全部竣

工，年底进行试运营。

据了解，潍坊森达美港

万吨级码头工程由码头主

体、后方堆场、南北护岸组

成，码头岸线总长度为 511

米，万吨级航道总长 15 公

里，设计年吞吐量 400 万

吨。现已完成沿海防护堤以
南围堰吹填、万吨级码头加

高充填沙袋、航道清淤、进

港公路修建、沉箱安装等多

项重要基础工程，其他工程

也进入收尾阶段。

寿光城区“刷卡”智能供暖
百平方米房取暖年省千元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记

者 周锦江 通讯员 陈树

庆 王宏图)17 日，记者了解

到，潍坊寿光 IC 卡供暖启动

后，供暖状况良好。IC 卡插

卡消费，充值今年用不了明

年还可以接着用，室内温度

可调，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
子，一个供暖季可省千元。

15 日，住在国土花园 1

号楼西单元 102 室的李国美

说，她家房子 103 平方米，

所住的小区不但分户计量，

而且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她

去年节余了 1000 多元，今

年到现在还没再交取暖费。

李国美说，去年她交了 3000

元，购买了 1200 小时供暖

时间，现在的余额足够 2 个

月用的。她说，这个小方盒

既是“显示器”也是“控制

器”。温度可以随意设定，

室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控

制阀会自动停止供气。外出

时可关闭控制器，不会有热

量损耗。

据寿光市住建局供热燃

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李国

美家中采用的是“ IC 卡暖

气智能节能控制器”，她手

里有一张 IC 卡，交纳取暖

费后，系统将取暖费换算为

供暖时间“储存”在 IC 卡

里，用不完的时间等到下一
个采暖季还可以继续使用。

2010 年，寿光市投资
4 . 3 亿元建设了 4 项供热工

程，从热源、换热首站、二

级换热站到终端居民用户家

庭，全过程实现了系统自动

调控，所有新建小区全部按

照新的技术路线实施，包括

计量系统、调节系统、控制

系统、数字采集传输接收系

统等，建成了居民用户可

调、供热企业可控、政府主

管部门可管的远程控制平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