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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半个月要参加十几场艺考
从2月2日至17日，不少考生要四处转战

本报济南1月31日讯(记者 杨
凡 秦国玲 实习生 李晓冉)
31日，艺考校考报名在我省的济南、
青岛、潍坊、淄博四市全面展开，从2
月2日到2月17日，共有400余所省内
外院校来我省开设艺术类专业校考，
不少考生在半个月时间里，要奔波多
地，参加十几场考试。

“一家三口出动，行程大约18天，
往返济南、青岛、淄博、潍坊4个城市，
心里十分忐忑。”31日，随着艺考校考
报名全面启动，青岛一位考生家长更

新了自己的微博日志。虽然我省“艺
考热”已从高峰年的16.9万报考人数
降温至2011年的8.74万人，但考生奔
波多地赶考趋势更甚，有的考生甚至
要报考十几所学校。

在济南舜耕会展中心的山东工
艺美院报考点，济宁考生家长程先生
陪复读的女儿第二次踏上艺考征程，
今年父女俩的目标初步定下了8所高
校。记者在济南商贸学校、济南舜耕
会展中心等多个报名点采访发现，更
高效率地穿梭在不同城市之间赶考，
以获得多所学校合格证，提高“中标”
几率，成为考生常态。

2002年曾是艺考大军中的一
员、如今是青岛一所艺术培训学校
老师的王晓鹏对艺考生的赶考奔
波感受更多。“2002年我参加艺考

时，考生人数多竞争激烈，我报了
四五所学校，现在一般学生报考七
八所，多的报十几所。”

王晓鹏说，艺考虽然有所降
温，但考生奔波更甚，一方面由于
开设艺术类专业的院校增多、艺术
类招生计划增多让考生看到了更
多机会，另一方面也存在考生为提
高“命中率”盲目赶考的因素。

在报名中，记者还发现，相比
往年常规的艺术设计、广播编导，
一些新兴专业颇受考生关注，像舞
蹈编辑、礼仪与公关艺术等专业，
吸引了众多考生报考。

云南艺术学院的报名展位前
围了不少考生，该校今年新设的
礼仪与公关艺术专业首次招生，
在山东省招生20人。

本报济南1月31日讯(记
者 杨凡 实习生 李晓
冉) 2012年，我省艺术类招
生大户山工艺将同山艺一
起，取消省里规定的划线限
制，实行自主划线，备受考生
关注。31日，山工艺招办主任
王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2012年山工艺录取线自
主划定仅在服装表演专业
体现，其他专业仍然按照往
年录取办法进行。

据介绍，该校2012年山
东 省 内 本 科 招 生 计 划 为
1 1 0 0 人，较去年减少 100
人，专科 400人，省外本科
招生计划600人。

今年，针对我省取消
“山艺和山工艺自行划定各
专业的文化录取控制线，不
能低于省线下 20分”的限
制，王霞表示，由于服装表
演专业对考生外在条件要
求较高，因此按照这一新政
策进行自主划线，估计该专
业文化录取控制线会比往
年略低，实际执行时看学生
整体情况来定。

山工艺今年招

1700名本科生

本报济南 1月 31日讯
(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李
晓冉) 31日，记者从山东
艺术学院招办获悉，该校
2 0 1 2 年拟面向全国招生
2250名，其中本科1820名
(含外省321名)；专科430
名(含外省30名)。今年，该
校将综合考生文化成绩及
专业成绩自行划定录取分
数线。

据了解，山艺2012年
省外计划拟投放量大于上
年度。36个专业(含方向)招
生 科 类 为 文 理 兼 收 ，在
2011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
17个专业(含方向)。为方便
全国各地考生报考，2012
年该校将在河南、湖南、江
苏、黑龙江、陕西、安徽、江
苏、北京设立考点。

另外，山东艺术学院考
试科目、专业名称有所调
整，传媒学院新增面试考试
科目和影视摄影专业方向，
音乐教育学院新增音乐表
演(音乐剧)专业方向。

山艺今年面向

全国招生2250名

本报济南 1月 31日讯
(记者 杨传忠 通讯员
朱密) 为方便大批艺术考
生在各市考点之间及时顺
利地赶考，针对他们的出行
需求，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将
在整个艺术考试期间，延长
发往考点城市每天的末班
车发车时间，并加大考生集
中乘车时段和热点线路上
的发车频率，确保每一位考
生都能够及时顺利地赶赴
各考点应考。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发
往潍坊的班车，每天末班车
延长至19：45发车，发往青
岛的末班车延长至 20：30
发车，发往淄博的末班车延
长至21：00发车，同时，总站
加密了这几条艺考生集中往
来线路的发车频率。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延长发车时限

助艺考生赶考

1月27日是大年初五，很多孩
子还在跟随父母串门拜年，临沂
市费县薛庄中学七年级学生宋静
却早早起来为父亲做饭。

一年前，母亲患癌症去世，父
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并卧床在
家。14岁的宋静成为父亲唯一能依
靠的人。宋静到附近的中学上学
时，还要抽出时间回家伺候父亲。

“中午放学后，其他学生都在
学校吃饭，经常看到她一个人从
学校出来回家。到附近买点馒头、
煎饼，偶尔会到蔬菜摊买点便宜
的菜。”在薛庄镇薛庄村，不少村
民都知道宋静家的情况。

看着女儿忙前忙后，宋克峰
非常心疼。“一年多以前，家里还
挺好，没想到她妈妈生宋静弟弟
的时候，被查出患了癌症。前年腊
月，她妈妈去世了，抛下宋静和刚

出生不久的儿子。”宋克峰说。
妻子去世后，宋克峰也病倒

了。“后来自己也不能干活了，到
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晚期。”宋克
峰说。

得知这个消息，宋克峰试图
把两个孩子送给亲戚养，但女儿
宋静执意留下来照顾父亲。后来，
年龄幼小的儿子被送到姥姥家，
宋静则在家伺候父亲。附近村的
不少人都知道这个懂事的孩子。
春节前后，附近村的村民也特意
上门，给父女俩送来过年的东西。

宋静说，妈妈去世的时候，她
哭了。但自从父亲病倒后，她几乎
没有哭过。即使到了晚上自己一
个人的时候，她也没有哭过。“爸
爸需要我，我不能哭。”宋静低着
头说。

本报记者 周广聪

母亲一年前因癌症去世

14岁女孩独自照顾患癌父亲

小指磨起了茧子，指甲缝都是
黑的，被外套裹着的运动服上还有
油彩的痕迹——— 张睿让人一眼就
能看出是个艺考生。

张睿来自肥城六中，学理科。
“文化课成绩400来分，考上个普通
二本学校都没大有把握，还是考艺
术，能冲一冲好一点的本科。”在张
睿对自己走艺考之路理由的描述
里，“冲一冲”三个字被反复提及。

由于曾经在业余时间里学过
素描，从半年前开始，张睿坐进了
一个美术辅导班的教室，开始准备
专业课。“最累的时候，一天能画完
好几支铅笔。”

因为是“半路出家”，张睿对自
己的要求比别人都高。“过年那几
天也是一天画十几个小时，这个年
还不如不过。”张睿说，逢亲戚来家
里拜年，他就将对方当成速写对象

来练练手，“不好意思光明正大的，
只能在客厅一角偷偷来。”

张睿很早就在本子上细细规
划了自己的校考之旅：1月31日在济
南报考山工艺、山艺，2月4日去淄
博报考辽宁大学、齐齐哈尔大学
等，过三四天再回来准备报考山
师，另外还打算见缝插针报考几个
学校“备用”。张睿的考虑很周到，

“所谓‘备用’，就是随时在报名过

程中发现和调整，如果有报考太集
中的学校就放弃，选择备用的。”

从踏上艺考之路到现在，张睿
的花费已经达到1 . 5万元，他给自己
算了算接下来的住宿费、路费和考
试报名费，至少也得六七千元。“花
费高，也没办法，谁不想上个好点
的学校呢？”张睿无奈地说。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李晓冉

艺考生张睿：

亲戚来拜年，也成速写对象

大年初五，宋静为父亲做的早饭是一碗面糊糊。 本报记者 周广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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