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考生热问本报高招会
7 月 25 日，将举办专科咨询会专场

本报聊城 6 月 26 日讯(记者
陈洋洋 ) “一大早就赶过来

了，我选了 5 所学校，想一一咨
询。”26 日，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
会聊城分会场在水城明珠大剧场
开幕，咨询会现场火爆，家长和考
生把各个咨询台挤得水泄不通。

“稍等一下，一个一个来，我
慢慢给大家解答。”26 日，在咨询
会现场，不少招生人员一入场就
被考生和家长纷纷“包围”，招生
老师有的面对十多个人同时咨

询，忙不过来，边解答边维持秩
序。“我们全家都来了，不知道怎
么报考，想来咨询一下。”记者了
解到，在咨询会现场，不少考生都
是全家出动，有的连年迈的爷爷
奶奶都来“助阵”，还有不少考生
一大早从东阿、莘县等县里专程
赶来，也有不少考生来自外地，有
的还从泰安、德州等地赶来咨询。

“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来
了这么多好学校，特意跑过来看

看。”考生小李今年考了 650 多
分，他说，高考成绩出炉后他很高
兴，但对报考志愿很迷茫，家人文
化程度不高，报考的事一点也不
懂，他就和同学来参加咨询会了，
不少名校的老师给他支招儿，觉
得心里有底儿多了。

不少高二学生和家长也赶来
提前了解高考报考。在咨询会上，
不少优秀考生被名校相中，将给
予一定的录取优惠。

本次高考招生咨询会是受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委托，齐鲁
晚报、山东省考试服务中心联合
主办，特别推出的聊城专场。这是
齐鲁晚报举办的第 18 届高招咨
询会，每年分综合场与专科(高职)
场举办两次。根据山东高考录取
相关工作安排，7 月 25 日为专科
专场咨询会。考生可在咨询会上
了解更多院校信息，并能有机会
与高校招生老师面对面交流咨
询，各知名高校招生老师也将为
考生填报志愿答疑解惑。

25 日，中冀斯巴鲁
聊城 4S 店员工把十多
把大号遮阳伞、二十多
箱矿泉水和一些西瓜，
送到了城区十多个交警
岗亭，给在烈日下工作
的交警送去了一份清
凉。

斯巴鲁
爱心献交警

高分考生来得多

重点大学“遭围堵”

本报聊城 6 月 26 日讯 (见习
记者 郭庆文 张超 ) 咨询会
上，来了不少超过 600 分的高分考
生，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重点大
学咨询台前挤满了家长和考生。

“能看一下学校招生的材料
吗？”咨询会现场，哈尔滨工业大
学咨询台前人头攒动，招生组负
责人崔老师被围在咨询的人群中
间。“不到 30 分钟，近 300 份资料
和名片就被‘抢光’了！”崔老师
说，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
校的报考底线在 620 分，总校底线
在 640 分以上。

毕业证和总部的是否一样？
这是除分数线外，考生咨询最多
的问题。崔老师说，毕业证是一样
的，不会出现威海分校字样。而
且，他特别提醒考生，威海分校考
总校研究生具有很大的优势，考
研成功率达 40% 以上。

刚刚从南京理工大学咨询完
分数线的杨博显得信心十足，对
于自己今年 643 分的成绩，杨博表
示将会首先选择类似物联网工程
类的新增专业。

当天，现场来了不少高分考
生，“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的兰
州大学招生人员一到现场就被家
长和考生“包围”，一上午就有 50

多名家长和考生填写高考分数并
反复请求，希望学校能考虑录取。
同样，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名校和省内
的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等院校都受到考生热捧。

怕毕业后难找工作

不少考生选大学开口先问就业
本报聊城 6 月 26 日讯(记者

陈洋洋) “我只想知道什么专
业好找工作。”“报这个大学好找
工作吗？”26 日上午，在咨询会现
场，不少考生在咨询时首先问就
业情况。

“听说大学毕业很难找工作，
我想报个好找工作的专业，这是
唯一的参考标准。”考生小新来自

东阿，她家是农村的，家人靠种地
为生，小新希望报考的大学将来
能顺利找到工作。和小新一样，很
多考生开口咨询的第一个问题不
是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而是就业
情况，有的考生本来很喜欢地质
勘探，听说不好找工作，打算改为
报考师范类专业。一些考生表示，
近几年大学生毕业难找工作已经

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有的同学甚
至觉得读大学没用，就辍学放弃
了高考。大部分同学参加高考的
目的，也是希望能学到知识，更希
望大学毕业之后能找份好工作，
过好一点的生活。“高考是个跳
板，我想选大学就提前选好接下
来的职业。”一名考生说。

招生人员表示，考生的问题

都问得很“现实”，有的甚至问报
考哪个专业适合考公务员“从
政”，哪个专业将来方便自己创
业。专家表示，这些问题一方面说
明孩子们比较理性和现实，也说
明考生普遍对未来有心理压力。
不少学校建议考生：报考感兴趣
的专业更容易学好，建议考生在
考虑现实的同时也兼顾兴趣。

分数相近，扎堆报同所高校有风险
10 余考生组团咨询，有的要报同一大学，专家建议分开报

本报聊城 6 月 26 日讯(记者
陈洋洋)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分
数也差不多。”26 日，不少考生结
伴来现场咨询，有的考生打算报考
同一所大学。

“我俩就差一分，我能报的话
他也能一起报考吗？”在咨询会现
场，不少考生组团咨询，有的还想
报考同一所学校。记者发现，来自
茌平的 10 多个考生不但一起提
问，其中有 3 个想报考同一所学
校。一名考生表示，一些组团来参
加咨询会的考生往往有不少是好
朋友，相约上同一所大学，报考一
样的专业，继续高中时候的友谊。

“建议不要扎堆报考，这样很

容易有风险。”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每个高校都收到了几十个甚至上
百个考生的咨询，大部分咨询同一
所学校的考生的成绩相近，专家建
议，考生不要扎堆报考。“我的表上
有五十多个考生填了分数，大部分
都在 625 分左右，有的相差仅几
分。”一招生人员表示，一般一所院
校在一个地区招生都有一定的数
量限制，如果考生成绩相近又来自
同一个地方，在选择考生的时候为
照顾地域分布，很可能会刷掉分数
接近的。一名高校招生人员表示，
建议“小情侣”和“好朋友”约好一
起报考的考生要慎重选择，避免风
险，别因为“仗义”耽误前途。

选大学挑专业

不少考生很“迷茫”

本报聊城 6 月 26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我从来没想过报哪

个专业。”“对外汉语好吗？学小语
种好还是中文好？”26 日上午，在
咨询会现场，不少考生在咨询时表
示很“迷茫”。

来自东阿的考生小维说，他是
一名理科生，高中三年学习期间，
只知道拼命学习，对大学和专业都
不是很了解，高考成绩出来后，他
考了 590 分，他想了很久，发现对
报考大学和专业很迷茫。他说，高
中时候只知道语数外、理化生这些
科目，对大学专业很“模糊”。

“老师说好好学习就行，其他
的高考完再说。”来自莘县的女生
小林说，她和三个同学一起来咨询
会，了解到适合文科的专业有“小
语种”、“对外汉语”“中文”等专业，
此前她从来没考虑过学什么专业，
也未在高中期间注意积累过这些
方面的知识。

“很多考生没有提前做‘功
课’，对大学和专业情况很迷茫，还
不如家长了解的多。”省外一所大
学招生老师表示，很多考生高中时
埋头学习，没有重视自己的爱好和
性格，提前了解自己将来适合学习
什么。“目前高中大多功利地教孩
子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但缺乏规
划教育，高中学校应该教育学生提
前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至于到高考
结束后还是很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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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拿着孩子写的问题前来咨询。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26 日，本报
高考招生咨询会
在水城明珠大剧
场举行，众多家
长和考生赶到现
场咨询，把各高
校咨询台围得满
满的。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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