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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臂臂考考生生用用脚脚答答出出559911分分
想去青岛读物联网专业，母亲将再走陪读路

本报临沂6月24日讯（记者 周
广聪） 山东省首位盲人考生金鑫
在沂南县完成高考，24日下午，金鑫
查到成绩：语文104分、数学130分、
英语78分、理综242分，总分554分，
金鑫的成绩和理科一本线只差8分。

“孩子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自己
和普通学生一样，参加高考。”金鑫
的父亲说，幸运的是，教育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出台的《残
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让女儿参
加高考成为现实。

早在阅卷过程中，参加阅卷的
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就向媒体表
示，金鑫的数学成绩不错，130分的
数学成绩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金鑫的成绩并非个例，她在青
岛盲校的两名同班同学分别在浙
江、宁夏参加了高考，并顺利通过当
地分数线。郑荣权在浙江参加高考，
总分570，语文115分、数学146分、英
语88分、文综221分；黄莺在宁夏参
加高考，总分530分，语文113分、数
学127分、英语101分、理综189分。郑
荣权和黄莺的数学成绩也非常高。

盲人考生金鑫

摸出554分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支
倩倩） 章丘中学脑瘫高三女生李
鸿钰在章丘市教体局和学校多方协
调下，在单独考场参加了高考。24日
17时许，李鸿钰查到成绩，语文101
分，数学81分，外语108分，文综191
分，总分481分。“成绩比自己预想的
低了些，政法专业可能与我无缘了，
但还是希望能进入大学校园，学习
心理学专业，成为心理医生。”此时
的李鸿钰情绪有点低落。

李鸿钰的父亲李东说：“复读这
条路女儿是不会走了，女儿一心想
上大学，她打算学习心理学，好像齐
鲁师范学院有这个专业，希望能给
孩子提供一个学习机会。”

章丘脑瘫女孩

考了481分

2015新高考

本报潍坊6月24日讯（记者 李晓东
庄文石） 18岁的王海港是今年安丘二中
的高考生，8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失去双
臂。后来，王海港凭借顽强的毅力，学会了
用右脚翻书、写字、用电脑。24日，高考成绩
公布，用脚完成考试的王海港获得591分的
理科成绩，超出重点线29分。

6月24日下午3点，在安丘市景芝镇彭家
店子村，无臂考生王海港显得有些紧张。“估
计能考590分左右吧。”考完试没对过答案的
王海港预测了一下。随着查询时间的临近，王
海港与父母围坐在一起聊着天，虽说有说有
笑，但依旧能看出气氛越来越紧张。

下午3点35分，王海港坐到电脑边打开查
询网站。“心情很紧张，而且感觉很急躁，想快

点查到分。”下午4点，王海港不停刷新网站，
却一直无法正常打开。几位亲戚和邻居到家
中询问成绩，也纷纷掏出手机帮忙查询。下午
4点35分，一邻居拿着手机跑进房间。“591，名
字王海港，快看看考号对不对，语文104分。”
海港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穿上鞋跑到门口，
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与预测成绩只差
一分，“算是正常发挥，在预料之中吧。”

查完成绩的王海港通过班级QQ群与
同学分享成绩。王海港说，原本预计数学分
数会比较高，但实际考得不是很理想，还好
语文成绩比预想中要好一些。“想去青岛上
大学，喜欢这个城市。”王海港干脆地说出
了自己的理想，想学习物联网工程类的专
业。王海港非常喜欢智能化控制类的行业。

海港父亲笑得合不拢嘴。“上午海港还
说要是过不了一本线或者刚刚过线，今年
就坚决不上大学，回校复读一年。”父亲说，
海港太不容易了，从小就很要强，每次考完
试成绩不理想就会生气地说下次一定要达
到目标，他吃的苦我们都看在眼里，不忍心
孩子再遭罪了。

王海港学习一直优秀，考前几次模拟
考，名次在全校排三四十名。“过几天想去爬
一下泰山，体验一下会当凌绝顶的感觉。”王
海港说，在青岛工作的姐姐周末也会回家，到
时候还要一家人好好商量下报志愿的事。“我
想让他学点金融方面的专业，以后可以只动
动脑子，在电脑边就能工作。”海港父亲说，大
学生活还将由母亲陪读。

对于王海港（右）的这个考分，父亲很满意。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726分！嘉祥一中高三年级的女生
贾晶考得不错，引得北大、清华等顶尖
高校“找上门来”。

贾晶的妈妈很高兴，正和家人商量
该报哪所高校。24日下午3点多，清华和
北大的招生老师已把电话打到家里。贾
晶十分淡定，似乎成绩在意料之中。她
表示想先静下心来为志愿填报做准备。

班主任张正泽说，贾晶是一个谦
虚、稳重，又很善于观察的女生。“高一
考试时，刚发下卷子五分钟，她就发现
一处地方印错了。”高中三年，贾晶担任
班里的团支书、学习委员。

本报记者 汪泷

嘉祥一中贾晶：

理科726分她很淡定

本报青岛6月24日讯（记者 刘震）“大渣”是胶州
一中高三学生向淑婷的外号，因学习成绩出色，同学逆其
道而行之给她起了这个昵称。向淑婷取得了文科681分的
成绩，采访中她调侃说：“差点被两所学校的老师撕碎。”

向淑婷是一个性格开朗且大咧咧的女孩子，微胖、
个子很高，人缘极好。虽不担任班干部，却总能成为焦点。
向淑婷说，第一个告诉她分数的是北大一位老师，第二个
告诉她分数的是清华一位教授，两个电话时间前后仅差
五分钟。向淑婷透露说，她比较倾向北大人文科学专业，
但最后去处要和父母商量再作决定。

在学习上，向淑婷极为喜欢分享和讨论，遇到不懂的
问题她会主动问老师和同学。“但我可不是十万个为什么
那种。”向淑婷说，她会把自己的问题尽量整理得高端一
点，不在老师面前“丢范儿”。

胶州一中向淑婷

文科681分，“差点被两高校撕碎”

小小的个头，利索的短发，配上黑框眼镜，
牛泽惠有一种理科生特有的理性。五岁接触古
筝，一练就是十年，但上高中后就放弃了。高考
结束第一天，她就迫不及待地弹起了古筝。

“我预估了695分，谁知考了714分！”德州
一中的牛泽惠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平时她的

成绩在700分出头。牛泽惠说，自己不熬夜也不
起早，在家时几乎从不看书。在她看来，熬夜会
影响第二天学习。正因“不用功”，她的学习成
绩也是起起伏伏，好的时候能进年级前三，差
的时候落到三十名以后。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德州一中牛泽惠：

考完第一天迫不及待弹古筝

黄岛一中刘翼：

做题速度甩别人好几条街

6月24日，下午4点一过，黄岛区第一中学的
刘翼就顺利查到了成绩，712分！有点小小超出意
料。他被誉为班里做题最快的男孩。

“以前我做题速度非常快，只有速度但
准确度不是很高，后来在老师和学长的建议
下，我也建立了自己的‘纠错本’，每次做完

题把错误整理出来，没事的时候就看看，这
对我的帮助很大。”刘翼说，对理科生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在大量做题，做多了很多出题
特点就掌握了，都比较有规律。“我比较喜欢
经济类的专业。”刘翼说。

本报记者 殷萍

向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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