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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6日，我省明年高考报
名政策公布，明年将首次实行
异地高考政策，首次允许非户
籍考生在我省参加高考，同时
明确省内考生可以跨市参加考
试。这意味着明年高考录取，全
省实行一条录取分数线将成为
可能，也就意味着，原本执行省
属线的烟台考生将有更多人可
以上本科了。

去年我省已经放开了春季
高考考生的户籍限制，不过对
于夏季高考，始终坚持严格的
户籍限制，而明年则是异地高

考的破冰年，夏季高考报名条
件中首次限定为：具有我省户
籍或具有我省高中段学校学籍
并有完整学习经历的合格毕业
生资格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同时，所有考生享受同等录
取政策。

具有我省户籍的考生可在
户籍所在县(市、区)招生办公
室(以下简称县招办)报名。户
籍和学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应届
高中段学校毕业生，可选择在
户籍或学籍所在县(市、区)报
名，符合报名条件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可在高中段就学

地(含普通高中、普通中专、职
业高中、职业中专、成人中专
等)县招办报名参加高考。这是
我省首次明确省内户籍考生可
以跨区市报名参加高考。

很多烟台家长和考生会
问，这样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可
以让外来学生在烟台参加高考
外，对烟台籍学生有影响吗？

举个例子，烟台籍的考生可
以在青岛或者济南参加高考，那
么，烟台执行的“省属线”和“济
青线”就没什么区别了。今年高
考中，省属线与市属线合并成一
条线，但仍然保留了线下20分的

“济青线”。济青线通常会比省属
线低20分左右，济南、青岛考生
的这一“福利”多年来备受烟台
考生和家长的诟病。

“一旦明年录取执行一条
线，全省17地市一平均，多了不
敢说，最少我们的录取线可以
降低7-8分。不要小看这七八
分，在二本阶段一分之差也许
就是几千人。”市区一所高中的
高三级部主任说，一旦全省本
科二批录取一条线后，将有更
多学生有机会读本科，本科上
线率达95%以上都没问题，有
的学校甚至可达100%。

跨市高考限制首次放开，全省录取一条分数线成为可能

将将有有更更多多烟烟台台考考生生可可以以上上本本科科

本周六大众网

千人相亲会开启

本报讯 “11 . 11”光棍节即
将来临，你是否还“单着”呢？1 1

月 9日，烟台大众网将在浪漫圣
地天马相城举办首届大型千人
相 亲 会 ，给 单 身 男 女 一 个“ 脱
光”的机会，牵手成功的男女还
可获得精美礼品。各位单身男
女们，赶快报名参加吧，说不定
你的那个TA就会出现！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位单
身男女报名参加相亲会，涵盖
了事业单位、学校、国企、旅行
社等多个领域，更有不少企业

“组团”前来。烟台万华集团、烟
台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通用
东岳汽车有限公司、斗山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大型企
业纷纷团体参与，为企业内部
的 单 身 男 女 提 供“ 脱 光 ”的 机
会。从目前报名情况来看，本次
相亲会单身男士偏多，且基本
条件不错，高学历、高素质、高
收入的“三高”优质男成为相亲
会亮点。

据悉，本次相亲会将于11月
9日(本周六)12：30在开发区天马栈
桥 (室内 )举行，现场还将有抽奖
活动。牵手成功者还将获得精品
礼品。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
吧 ！报 名 电 话 ：6 2 8 6 8 7 7 、
18753509285。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6日，鲁东大学发布招聘公
告，面向海内外招聘高层次人才24

名，其中初级岗位3名，中级岗位20

名，高级岗位1名。
应聘初级岗位的人员年龄

应在 4 0周岁以下 ( 1 9 7 2年 1 1月 1

日以后出生 )；应聘中级岗位的
人员年龄应在4 5周岁以下 ( 1 9 6 7

年11月1日以后出生 )；应聘高级
岗位的人员年龄应在 5 0周岁以
下 ( 1 9 6 2年 1 1月 1日以后出生 )。
另外，应聘人员须在11月30日前
毕 业 并 取 得 相 应 学 历 学 位 证
书。报名方式：将报名材料发送
电子邮件至邮箱 l d y a n gm i n g@
1 2 6 . c o m 。邮件标题格式为：毕
业学校+专业+学历+姓名+应聘
岗位名称。报名时间：自信息公
布之日起至2013年11月15日。

鲁大招聘

24名工作人员

新新政政策策下下，，外外省省学学生生很很纠纠结结
难抵家乡低分诱惑，又怕回乡面临适应挑战

本报记者 林宏岩
通讯员 宋新娜

记者采访发现，
“异地高考”大门的
开启让不少外省考
生面临着两种选择，
回乡或者留下，这些

“高考候鸟”们经历
着艰难的抉择过程。

难抵低分诱惑，部分学生回乡冲击名校

“很早就知道2014年可以
在本地参加高考，妈妈也跟我
商量，做了两手准备，如果成
绩还可以就留下，如果成绩一
般就回吉林。”赵琛说，数学一
直是她的弱项，8月份升入高
三后，数学成绩一直徘徊在80

分到90分。要在烟台这个录取

分数颇高的城市参加高考，考
上一本估计很悬。于是，她决
定回吉林参加考试。

“吉林的分数要比烟台
低六七十分呢，这样考一本
应该不成问题。”赵琛和妈妈
商量，要想上个好点的大学，
回 去 参 加 高 考 成 了 最 佳 选

择。因为爸妈都在烟台工作，
赵琛独自一人踏上了她的高
考冲刺之路。“初中高中都在
这读，朋友也都在这，回到吉
林也没有认识的人。”尽管如
此，为了享受家乡的低分录
取，赵琛还是独自踏上了赶
考路。

当然，也有部分外省考
生，虽然知道家乡的录取分数
低，考名校几率大，但由于自
幼在烟台成长，对家乡语言、
环境和教材等很陌生，回乡高
考必须要面临一系列的不适
应。所以，这部分学生不得不
留烟高考。

“我成绩中等，考个二本应
该不成问题，但我还是想回贵

州高考。”来自贵州的莱山一中
高三学生周密，两三岁时就一
家搬来烟台定居。本想回贵州
高考能低分录取，但高二毕业
的暑假，周密的想法有了改观。

“妈妈用贵州话和我沟通，我完
全听不懂。”从小生长在烟台的
他，对家乡的语言、环境等都是
陌生的，这最终让他放弃了回
乡高考的想法。

在莱山一中，高一时，有差
不多20个外省学生，走了六七
个，现在还剩十多个留在烟台
准备参加高考。莱山一中高三
级部主任庞泽刚说，像政治、历
史这样的科目，不同省市的教
材版本不同，对高考产生很大
的影响。还有其他生活习俗等
问题的影响，很多外省的考生
还是选择了留下。

家乡环境难适应，一些学生倾向于留烟高考

延伸报道

外外来来学学生生要要留留烟烟高高考考并并不不简简单单
一方面是不愿留，一方面是留不下

本报记者 李楠楠

2014年高考我省首次
实行异地高考，很多家长
可能认为，烟台这么多的
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子
女都在烟台参加高考的
话，势必加剧当地学生的
高考竞争，但其实不然。

不愿留：在烟高考一本线要高近70分

“外地考生在烟台本地参
加高考的学生很少。”牟平一
中副校长姜超说，这些学生有
来自东北三省还有北京等地
方的，一般都是借读。高三基
本都回原籍准备参加高考。

“烟台分这么高，谁愿意
在烟台高考呢？”一位高中老

师说，比如今年黑龙江文科一
本线为5 0 4分，而山东为5 7 0

分，分差高达66分。“现在虽然
是分省出题，教材也有所区
别，但高考考纲都是统一的，
考生需掌握的知识都不会落
下，因此回原籍考试可能更有
优势。”

留不下：学籍难注册，只能回家考

“市区一中、二中、三中
等 高 中 的 外 来 学 生 几 乎 没
有。”烟台一中副校长马述涛
说，这主要是由芝罘区中考
政策决定的，一般外地户籍
的学生只能报考特定的几所
学校。

另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要想获得高中阶段的学籍并
不容易，需要提供其父母的暂
住证、工作证及缴纳社保等证
明。“且现在上级对学生的学
籍注册下放指标都是一定的，
很少有多余的情况，有时想注
册也注册不上。”莱山一中一
名老师说。

2013年高考第一天，烟
台二中的考生正在入考场。

（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泊
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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