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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接供热工程三年

两年没关过手机

2010年7月份，孙拥军从渤海五
路改造指挥部调到滨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燃气热力管理站任站长。
用他的话说，真正的困难刚刚开了
头。孙拥军告诉记者，他自工作以
来，待过九个指挥部，但供热指挥部
是压力最大的指挥部，“别的指挥部
是领导督促工期，但供热却是全市
人民给定的一个工期，不管什么困
难怎么解释，11月15号都是一个死
工期。”

孙拥军自己回顾近三年的工
作历程时告诉记者，自接受供热
工程以来，除了春节假期以外，没
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周六周日。

“就算在家里也坐不踏实，事情跑
不了，都是你的事。”他的一个手
机两年都没关过机，顶多调到静
音上，“不敢关，怕耽误事。”孙拥
军说。熟悉他的人还开玩笑，说要
试验一个手机好不好，不如让他
用一用，能够两年不关机却不出
问题的手机就是好手机，“我干供
热工程都成手机测试员了！”孙拥
军开玩笑地说

每个主管道施工

至少要跑5遍现场

虽然每年的供热季从11月15日
开始，负责供热的工作人员却一年
都在为供暖忙碌忙碌：供暖之前的
工程建设问题，供暖中不仅要随时
处理居民反映的问题，还得抽时间
将供暖结束后的施工方案等问题都
计划好。“所以对我们来说，供暖的
时候反而要比其他月份要轻松一
些，少了心理上的负担。”孙拥军说。

供暖工程建设中需要涉及很多
协调问题，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有
可能影响工程进度。据孙拥军本人
介绍，在铺设黄河十一路、西区南线
的主管道时，共涉及到8个街道办事
处、22个村居，每个村居都要协调一
遍。“而在主管道施工以前，每个主
管道敷设现场也要至少跑五遍。”因
此，孙拥军对哪个位置管道粗细等
问题都了然于心，即使不在现场也
能知道哪个位置会出现什么问题。

居民打来投诉电话

我们一定要服务好

接手供热工程近三年的时间
里，孙拥军也在考虑如何完善供热
管理，争取让居民家中不热时，一个
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孙拥军说，新建
小区可以采用从建设到完工一整套
的监督体系，以保证供热质量，如果
在这个前提下再出现问题，热力公
司应该全权负责；对于已供热的110
个老旧小区，供热部门也拿出了具
体整改方案，现在已经改造了50多
个，剩余的50多个不接受改造，但承
诺出现暖气不热时自行负责。“这样

实施下来，只需要打一个客服，供热
问题就基本可以解决了。”

对于居民打来的投诉电话，孙
拥军也一再叮嘱科里的工作人员一
定要服务好，“居民费尽周折把电话
打到这儿，证明家中供热肯定出了
问题，谁闲得没事打这个电话呀？咱
们不能让人身体暖和，还不能让人
心里暖和吗？”

孙拥军平时很少用即时聊天工
具，一次他在自己的QQ签名上写
下：“还差十五天刑满释放！”一位朋
友不解， 他解释道：供热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感觉就像坐牢一样，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就盼着能够稳定
结束供暖那一天，“熬过去了，那就
是刑满释放啊！”

三年记了10多本笔记

干了啥事一翻就知道

近三年的时间里，孙拥军光每
天的工作笔记就记了10多个本子，

“每天都干了啥事，一翻就知道。”在
他抱出来的一摞笔记本里，密密麻
麻记录下工程建设中的一个个信
息。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孙拥军深
切体会到供热工程的不易，“每年的
11月15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坎
儿，像普通老百姓过春节一样，穷富
都得过！”孙拥军说，每年11月14日
晚上的氛围很特别，既有紧张感又
有一种被需要的责任感，全部供暖
工作人员的对讲机随时传递供暖动
态，各项工作都调试完毕后，11月15
日零点暖气送到千家万户、机器平
稳运行的时候，才敢松一口气，“居
民能睡个暖和觉了，心里特别有成
就感。”

2010年7月份，孙拥军从渤
海五路改造指挥部调到滨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热力管
理站任站长，近三年的时间记
录了10多个笔记本，过去哪一
天干了啥事，一翻就知道。2013
年4月底，孙拥军被滨州市政府
授予“滨州市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

孙孙拥拥军军在在接接受受记记者者采采访访。。

一、基础题应试技巧

1、字音题。①多音字要掌握据
义定音法和联想推断法，如“呼天抢
地”的“抢”解释为“触”或“撞”，读音
应为qiāng。② 善用排除法。在一
定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逐项排除
是较好的办法。

2、字形题。①据义辨形。如“各
行其是”中的“是”的意思是“正确”，
整个短语的意思是“各自按照自己
认为正确的去做”。因此，“是”不能
写成“事”。②据音辨形。如“叹为观
止”的“止”读zhǐ，而“之”读“zhī”。
③因偏旁辨形。如“帧”和“祯”，“帧”
从“巾”旁，指字画的幅(宽度)，“装
帧”指书画作品或书刊的装潢设计，
因此不能写成“装祯”(“祯”是吉祥
之意，示部)。④对应辨形。如“貌合
神离”中的“貌”和“神”相对，“合”和

“离”相对，因此不能写成“貌和神
离”。

3、近义词辨析题。①实词辨析。

对词义的理解，重点要分析不相同
的语素，可以通过词组、反义词、分
析形声字的形旁来分析，语素都不
相同的词语，重点从用法方面考虑。
②虚词辨析。要从词性、关联词搭
配、虚词位置和句子结构等方面考
虑，做到通读全句，结合语境，整体
感知。

4、熟语(包括成语)辨析题。牢
记成语的意义，掌握成语的用法。①
不能望文生义；②注意成语潜在的
褒贬感情色彩；③注意成语的适用
范围和搭配对象；④注意所用成语
的前后语境。

5、标点符号题。注意几个难点：
①选择问、倒装问在句末用问号；②
并列谓语和补语之间，不用顿号；③
分句内部有了逗号，分句间才用分
号；④提示下文和总结上文一般都
用冒号；⑤引语独立，句末点号在引
号内，否则，句末点号引号外；⑥句
内括号紧贴着要解释的词，句外括
号则在句末点号后。

6、病句辨析题。把握高考说明
中的六大类型——— 语序不当、搭配
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表意不明、
结构混乱、不合逻辑。做病句题的思
路通常是：检查句子的主干，是否缺
成分→推敲词语运用，是否搭配合
适→默读，看有没有句式杂糅→综
合思考，是否符合逻辑。

二、文言文备考方法

1、回归教材，注重积累和知识
迁移。高考文言文题目出在“课外”，
答案来自“课内”，如2010年山东卷
第9题“遽薄京师”中的“薄”的意思，
联想课本，我们不陌生，在《陈情表》
中，“但以刘日薄西山”中的“薄”解

释为“迫近”，再结合高考题的语境，
不难看出，“遽薄京师”中的“薄”就
译为“迫近”。

2、注重文言词汇的分类梳理和
积累。今年考查重点实词由原来的
120个应扩展到350个左右，18个虚
词的词性和意义要准确明晰，多掌
握一些固定结构。

3、树立正确的翻译意识。把握
“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字字落实”的
12字原则，同时不要孤立的翻译句
子，要结合语境，把握好大体意思再
考虑采分点。

三、名句名篇默写提示

做到对初高中的古代诗文中的
名句名段能背能默写；课外名句注
意积累，考前要专门背诵，尤其是

《论语》《诗经》《孟子》中的名句。注
意准确，不要出现错别字。

四、诗歌鉴赏规范答题要点

1、总点。用概括性的语言敬重
体现答案要点。如诗歌人物形象题，
几个形容词“孤寂、闲适、恬淡、怀才
不遇”等。

2、分析。根据要求，结合诗歌中
的某些词语或诗句分析，或展开联
想、想象，或描述意境等。

3、套用。答案要成套成系列，根
据考点的不同，按照不同的套路来
答题。如考查意象的题，答案一般先
要总说谢了什么样的意象，运用了
什么手法，再分析抒发了什么样的
情感。

4、显眼。答案的要点一定要突
出，要把一些术语、概括性的词语或
短语放在显眼的位置。为了突出自
己的答案要点，可以采用“要点置

首”法和“删繁就简”法。

五、现代文阅读答题技巧

无论是社科类文本阅读还是第
六大题的大阅读都要有强烈的“文
本”意识，尤其是第六大题，在文学
类和实用类之间选择时，建议阅读
能力强、形象思维发达的考生选择
文学类文本，阅读能力一般、较理性
的考生选择实用类文本。注意以下
几方面的技巧：

1、社科类文本阅读。在碰到难
以分辨的选项时，注意回到原文，找
到答题区间，仔细对比。

2、小说阅读。一是作用或效果
题，注意从内容上和结构上综合回
答；二是人物形象题，利用原文中的
现成词语，同时注意正面描写和侧
面描写，要准确全面。三是鉴赏句子
题，要回到原文，根据上下文内容，
根据中心合理推断语句的含义，并
且把手法指出来，分析其好处和效
果。四是探究题，有理有据，观点鲜
明，不可脱离文本，可联系社会现
实，分条作答。

3、散文阅读。散文与小说有相
通之处，重复之处不说了，当问及某
句(段)话在文中的作用时的答题模
式：使用方法+内容+效果(或作用)。
如句末作用有点明中心，升华感情、
深化主题，照应开头、结构严谨，画
龙点睛，言有尽而意无穷等。

4、传记类阅读。一是通过梳理
主要事件和传主与他人的关系把握
传主形象，概括传主的精神品质；二
是借助常见的表现手法、人称特点、
语言特色去分析文本。人物传记的
手法和语言特色与文学类大同小
异，只需要强化传记特有的即可。

5、新闻、报告类阅读。常见题型
有：分析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可从现
场情形、叙述人称、细节描写等角度
思考；把握新闻语言的准确性，可从
表现形象特点、表现形象变化、新闻
传达感情等角度思考；探究新闻结
构的合理性，可从能否深化主题、结
构是否完整、现实性、时代性角度考
虑。

六、作文注意事项

首先是审题立意。好立意体现
在四个字上——— 准、稳、深、新。以材
料作文为例，材料可以有多个角度，
但最主要的、最准确的角度只有一
个，因此不要冒险，不要剑走偏锋。

其次是材料的积累和运用。选
材要典型；材料要充分，一般在3-5
个左右；论证要到位，要紧密结合立
意观点，别罗列材料，也不能空谈；
后半部分要结合现实，与时代感。

再次是结构。结构不要冗长繁
杂、层次不清，更不要杂乱无序，要
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段落合理，一
般在7-10段为最佳。

最后是字数和卷面。没有900字
的议论文是说不透道理的，卷面的
整体感要强，字迹清晰工整，修改规
范，就能做到1+1>2。

语言运用的专题没涉及，只强
调一点：审题。最后特别指出，语文
答题中的要点意识和步骤规范意识
以及时间大体分配(选择题大约30-
35分钟，作文留够55-60分钟)。同学
们只要做到定时训练，习惯过硬，心
中有底，有的放矢，定能取得理想的
成绩。

山东省北镇中学语文教师邓文贵、李国强、赵光友专业指导

6点技巧帮你吃透基础题
本报记者 张爽

距高考还有十几天的时
间，时间紧迫，但越到最后关
头越要理出头绪，不可忙乱。
鉴于此，建议同学们对每一个
专题列出表格，静心细想，明
确自己在专题中的知识空白
点和答题思路的模糊点。以求
得知识点的牢固和答题思路
的系统化，针对自己很薄弱的
专题考点有针对性的查缺补
漏、重点突破，做到心中有底。
下面对各考点答题技巧作简
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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