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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1日，山东5万多春季高考考
生走进考场。由原对口高职考试
变身而来的春季高考至今已实施
两年，但报考主体仍然为中职学
生，离真正意义上的两次高考或
多次高考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

提前半小时就交卷

没有浩浩荡荡的陪考大军，
也没有出现交通拥挤、漫天的高
考广告宣传，甚至连考生都是有
说有笑，考前翻书的很少见———
这就是11日上午8点多，春季高考
济南中学考点外的情景。

上午11点，离首门科目考试结束
还有半小时，在省实验中学、济南中

学等考点，就有考生陆续交卷离场。
据了解，这次参加春季高考

的高中生人数寥寥，济南等地今
年高中生报考更少。

来自济南九中的彭娇娇报考
了“特别喜欢”的幼教专业，在她
看来，春季高考给在幼教、建筑、
机电等方面有兴趣的普通高中生
提供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但400
分的两门专业课考起来实在没
底，“今天下午的专业理论基础，
50道选择题还能应对，5道主观题
就只能凭感觉了。”

明年春考更重技能

与此前北京、安徽、内蒙古等

地实施多年后显“疲态”甚至被叫
停的春季高考不同，我省春季高
考重点面向中职学校毕业生，也
允许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继续
开展不成问题。

省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曾表
示，“多考多取”的高考立交桥通道
口打开了，却少见试水者和成功者。

两季高考，为何难以真正落
实成一个考生的两次高考？山东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
志业认为，这既与考试形式和内
容设计有关，也与社会传统的成
才观念有关，“想要真正使两季高
考提供多次机会，起到分流作用，
就必须提高春季高考的吸引力，
而不是‘考不上一本二本才去试
试’的无奈之举。”

据了解，去年春季高考招生计
划在3万左右，其中含有2000多个本
科计划，但本专科录取率仍然不及
夏季高考。

省教育厅有关人士透露，今
年春季高考的本科计划将继续增
加，通过增强春季高考的吸引力，
引导高中在教学上也发生变化，
把适合走职业教育路径的考生提
前分流出来。

2014年，我省春季高考将进
行改革，语数外三门知识课程占
320分，加考专业技能，且分值增
加到230分。“这更加凸显了专业
技能的重要性。”山东省济南商贸
学校市场营销班的班主任林燕飞
说，“普通高中学生在这方面会更
显弱势。”

本科计划增加，春考热度仍不高
专家：提高吸引力是关键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林亚

本报枣庄5月11日讯（记者
白雪岩 赵艳虹 李钢） 11日上
午，我省首例H7N9患者张某从枣
庄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监护病房
转入感染疾病科普通病房。经过20
天的治疗，这名患者已基本康复，
下周有望出院。

11日上午11点多，枣庄市立医
院重症医学科，张某在医务人员搀
扶下缓缓走出监护病房。在感染疾
病科楼下，张某的妻子和家人早就
站在那里迎接他。

省H7N9禽流感防控专家组组
长、省胸科医院院长高大川说，现在
患者神志清醒，自主饮食恢复正常，
没有咳喘，连续8天没发烧，从4月28
日起H7N9病毒核酸检测4次均为阴

性，具备了转入普通病房的条件。同
时，病人体力、心理、神态、意识、语言
能力都恢复正常，再经过一到两天普
通病房恢复，到下周一所有疗程全部
结束后，就可以考虑出院。高大川说，

“病人体内的病毒已经完全肃清，也
没有传染性，现在一切情况正常，可
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这证明
了H7N9可防、可控、可治。”

省胸科医院重症监护科主任
孙文青称，患者转入普通病房继续
之前的治疗，完成剩下的疗程，比
如延续使用一些抗生素。从目前的
恢复状况来看，远期效果会很好，
不会留下后遗症，但患者肺部还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医院会继续
跟踪观察。

我省首例H7N9患者有望下周出院
体力、语言能力恢复正常，已转入普通病房

本报聊城 5月 1 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11日上
午，聊城共1100多人参加春
季高考，受高职院校单独招
生影响，考生数量比去年减
少了600多人。

据聊城市招生考试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单从报
名情况看，今年报名的人数
与去年基本持平，但由于今
年单独招生的高职院校增
加，被各高职院校单独招生
录取的考生，因为档案被录
取院校提走，不能再参加春
季高考，所以考生数量比去
年少了600多人。

根据省、市招考部门
提供的数据，今年春季高
考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50485人，比去年增加万余
人，其中济南春季高考报
名人数比去年多了9000余
人。

据分析，济南民办高
校集中，考生增幅与民校
组织大批“高中后中职生”
报考不无关系。

在济南部分春季高考
考点外，记者发现了不少
民办高校带队老师的身
影。“我们学校组织了2000

多人参加春季高考，还不
是最多的。”省城一民办高
校带队老师说，他们送来
的考生来自内蒙古、河北、
江苏等省外各地。

据了解，每年高考期
间总会有些落榜生不甘心
复读，而是通过学制一年
的“高中后中职生”的身份
在高职院校学专业技术课
程，第二年通过对口高职
考试，以期获得“大专”文
凭。对口高职考试变成春
季高考后，增加的本科招
生计划也成为吸引这部分
考生的砝码。

有招考部门工作人员
分析，春季高考不限户籍，
民办高校组织省外学生报
考，也成为其缓解夏季高
考生源荒的一个手段。

本报记者 杨凡 实
习生 林亚

济南：

一职校组织2000人

参加春季高考

聊城：

高职单独招生

抢走600多报名者

本报济南 5月 1 1日讯
(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林
亚) 11日我省春季高考的
语文作文题赶起了“追忆青
春”的时髦，让考生写《这些
年，那些事》。

“这些年那些事，我写
的那些年暗恋的故事。”

“我写的高中学校的宿舍
生活。”11日上午，语文考
试结束后，走出考场的考
生们相互交流着作文题
目。“以《这些年，那些事》
为题，写一篇 7 0 0字的文
章，要求以第一人称写发
生在中学的事情。”考生彭
娇娇说。

春考作文：

赶时髦“追忆青春”

写《这些年，那些事》

11日上午，医务人员推着张某前往普通病房。本报记者 赵艳虹 摄

聊城二中考点门口，许多招生院校的工作人员忙着向考生发放宣传单。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5月11日讯（记者
张跃峰） 11日，山东省2013年春季
高考开考。在聊城二中考点，11日上
午首场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后，各招
生院校的招生队伍围堵在大门口。
由于聊城市共有1100多人参考，仅
设了这一个考点，竟然吸引了近20
家招生院校前往抢生源。

11日上午10点左右，多家院
校的招生人员已赶往现场备战，
不少学校还组织本校学生身披绶
带在现场发放宣传手册、手提袋
等宣传资料。11点半，首场考试结
束后，考生一出校门，各校招生人
员立即围堵上去，散发本校的宣
传资料，全然不顾当天30多度的

高温和如火骄阳。
校门不远处，来自济南的一

家高职院校为吸引注意力，除了
散发宣传资料，还组织多名学生
身披绶带站成一排，齐喊“祝愿考
生金榜题名”。烟台一家学校的招
生工作做得更细致，在散发宣传
材料上，招生人员的触角竟然延

伸到了底下各个县（市）。
据济南一家院校的招生人员

介绍，现场招生的基本都是高职类
院校及一些民办类具有计划内招生
的学校，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
一些高职类院校招生举步维艰，压
力很大，才出现这么多学校争抢这
么一点儿生源的现象。

高职招生难，济南烟台院校“围堵”聊城考点

一家考点引20职校抢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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