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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互动

临邑农信社正本求源
从源头抓信访

近年来，临邑农信社变“防”为
“攻”，从源头抓起，有效提高信访工
作水平，组织业务骨干梳理信贷流
程，制作贷款办理明白纸，实行限时
承诺服务，聘请社会监督员，公开举
报电话，推行“阳光办贷”。今年他们
还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及时掌握内部员工、外部“三农”客户
的业务需求和亟待解决问题，制定配
档表，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着力
改进金融服务，消除信访不稳定因
素。同时，该农信社还聘请政府信访
部门、商业银行资深专家，为全体中
层、大堂经理、客户经理进行授课，提
高接访效率，将信访隐患消除在萌芽
之中。 (钟振华)

爷爷奶奶

替孙女把关

“我俩都没上过大学，这次来听讲座
长了不少知识。”今年70岁的王女士说。
22日下午，王女士和老伴儿替孙女来听
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让老两口也长了
不少见识。

“我俩应该是这里面年龄最大的了，
别人都是爸爸妈妈来听，还真没见有爷
爷奶奶来听的。”王女士说，儿子和儿媳
要上班，孙女有事来不了，就委托老两口
前来。今年70岁的王女士和老伴从武城
专程赶来听志愿填报说明会，孙女虽说
是艺术生，但是王女士认为填报志愿很
重要，需要听一些专家的建议。

“为了这次志愿填报说明会，从一周
前我俩就开始做功课，把志愿填报说明
会的宣传部分从报纸上剪了下来。还罗
列了6个需要问的问题。由于现场提问的
考生和家长太多，王女士赶忙挑了一个
最重要的提问，幸好剩余的问题专家在
讲座中都讲解了。王女士说，虽然她没上
过大学，但这次说明会之后对高考了解
了不少。

“这样的讲座办得太少了。”王女士
说，明年她的孙子也要高考，如果明年继
续举办，她还会来听。

本报记者 王明婧 见习记者
杜彩霞

花絮1500余名家长和考生参加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

““超超线线55--1100分分最最危危险险””
本报6月22日讯(记者 王

明婧) 22日下午四点半，本报
和中国教育在线联合举办的
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在山东
华宇工学院举行，1500余名考
生和家长来到现场咨询，全场
座位爆满，气氛十分火热。

下午两点多，不少家长为
抢占好座位，提前两个小时来
到现场。截至会议开始，1500
多个座位的报告厅已经座无

虚席，不少考生和家长从县市
区里赶过来参加。

会上，著名高考升学规划
专家娄雷向考生和家长详细
讲解高考填报志愿的基本知
识、游戏规则以及如何报选城
市、大学和专业，多个角度深
度解析平行志愿的细节，有效
规避风险。

娄雷说，超出一本线和二
本线5—10分的考生风险最

大，投档比例略高于计划招生
名额，因此临近分数线的考生
极有可能落选至下一批次。

娄雷建议自主招生批的
考生到报考学校网站查询，因
为有的高校要求这些考生需
要填报本科一批A志愿。而考
生们也要弄清楚分校和分校
区的区别，分校和本校在老师
和管理等方面几乎不同，甚至
发放不同的毕业证；而分校区

和本校的毕业证是一样的，管
理制度也基本相同。此外，娄
雷建议高校新增的专业尽量
不要报考。

讲座持续到下午六点半，
会议结束后，不少家长围住娄
雷专家继续咨询。考生和家长
们纷纷表示，这次的说明会后
收获很多，很多填报志愿的疑
惑都有了答案和方向，希望能
经常组织类似的公益讲座。

省内排名是可靠依据

娄雷表示，考生和家长
多注重高考全省排名，能更
好的规避落榜风险。

娄雷提醒考生家长，
在 填 报 志 愿 前 做 好 资 料
收集员的工作，尽可能地
多根据考生的兴趣爱好，
收 集 目 标 学 校 的 优 势 学
科 、减 录 情 况 ，平 均 分
等，研究去年各大高校的
录取情况，多了解平行志
愿的游戏规则。

娄雷建议考生和家长多
关注高考的排名，而不是分

数，不少人根据分数填报志
愿，但排名才是最可靠的依
据。娄雷对填报志愿提出不
同的见解，考生要紧密围绕
排名来选择，因为每年的高
考试题难易不同，高考分数
也是有差别，但各大高校录
取人数的名次表却几乎是稳
定的。举例来说，一高校往年
录取的考生名次都在全省
500名以内，如果考生排名
500名以外，最好就不要报
考。

本报记者 王明婧

三种情况可能会落榜

22日，在高考志愿填报说明
会上，娄雷为考生和家长们列
举了三种可能会落榜的情况。

娄雷说，被高校退档的原
因大致分为专业不服从调剂、
单科不过线、总分不过线等几
种情况。娄雷说，填报志愿时如
果不拉开高校的批次，造成高
校档次过于集中，被退档的风
险很大，代价就是降到下一批
次或落榜，因此一定要慎重。

第二，专业不服从调剂
的考生容易落榜。如果一名
学生报考某高校的中文专

业，填写了不服从调剂，那么
即使这名考生的分数能被该
校投档，但因学校不能满足
考生的专业要求，只能退档。

第三种情况是过了一本
或二本线，却没被该档次的
高校录取。投档比例比实际
招生计划要多，因此每年都
有部分学生是不能录取的，
尤其是超出分数线仅5至10分
的考生。因此，娄雷建议考生
和家长经常给招生办打电话
咨询，随时了解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如如何何填填报报专专业业””里里面面有有门门道道
尤其要注意高校设置的“级差”

在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考生
和家长了解了平行志愿的填报规
则，专业报考存在诸多疑问。

2014年是平行志愿的填报的
第二年，在说明会现场不少考生和
家长了解平行志愿的基本政策后，
对怎样选择专业很关注。据娄雷介
绍，专业填报方面有三种情况，一
是分数优先，二是志愿优先，三是
设置级差。

分数优先原则是将报考学校
专业考生的分数高低依次录取；志
愿优先则是优先安排第一志愿报
考学校考生的专业志愿，非第一志
愿报考的考生只能安排到录取未

满额的专业。分数级差原则则要注
意学校的级差分数，若报考学校的
第1—2专业(类)志愿的分数级差为
3分，如果第一志愿专业未被录取，
投档第二专业时则要在考生的分
数上减去3分。

有的考生提问，若不想把6
个专业报满，可否仅仅填报3个
或者4个。娄雷说，“若仅报考的
三个或者四个专业未录取，专业
服从调剂，那么系统会随机进行
专业调剂，这样则不如自己先进
行专业选择。”

本报记者 王明婧 见习记
者 杜彩霞

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现场。 本报记者 马志勇 王小会 摄影报道

说明会结束后，仍有不少学生和家长围住娄雷继
续咨询。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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