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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英语提前答完
物理一声叹息
考生昨日考试经历“悲喜两重天”

【主打】

莱西供电：
业务培训讲效果

为提高国家电网山东莱西
市供电公司每周一次的青年干
部培训班的培训效果，公司要
求授课老师每节课最后十分钟
进行现场提问，让学员对部分
讲课内容进行现场总结，课后
提报学习心得，从而提高学员
课堂效率和知识点掌握程度。

(刘文龙)

胶州供电：

安全用电宣传走进农村大集

6月10日，国家电网山东
胶州供电公司里岔供电所为
确保三夏麦收期间安全可靠
供电，组织人员到里岔大集
上开展麦收安全用电宣传活
动，确保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提供了有力保障。

(刘砚萍)

本报记者 杨林 李珍梅

永安路街道办事处成立

“法律调解服务工作室”

为全面推进“法律六进”的
开展，落实“六五”普法规划，建
设“法治永安”，永安路街道办
事处在兴山路4号永安路街道
市民中心103室成立了“永安法
律调解服务工作室”，定期举办
专题法制讲座，并义务为辖区
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居民
的日常法律问题。

自1月份试运行以来，工作
室共举办主题法制宣讲4次，对
居民进行了6次法律制度，免费
咨询解答30余次，使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法律
服务和指导。

13日上午的中考，英语难度比较低，有
考生提前半小时就答完。但下午的物理两
道题型较新的大题难倒不少考生，考完后
考生普遍情绪低落，物理考试也被考生称为“2013年中
考最难一科”。

◎

◎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李珍梅) 13

日，中考最后一天，不少家长讨论借读
的事儿。有家长称，如果孩子没有考上
理想的高中，就送去郊区借读。但过来
人建议，借读要谨慎，需要根据孩子的
实际情况来。有的孩子“水土不服”，送
去借读对孩子成绩提高不一定有好处。

13日下午2点，在58中考点，考生进
入考场。但陪考的家长没有离去的意
思。家长毛女士和记者聊起孩子上高中
的事儿。

毛女士的儿子是21中的学生，一志
愿报了58中，二三志愿分别报了39中和3

中。“儿子就想去58中，他说喜欢58中的
学风、校风，而且也比较适合他。”毛女
士说，儿子如果没考上理想的学校，她
会考虑送孩子去郊区高中借读。中考这

几天，她也和别的家长聊起借读的事
儿。孩子班里有个学生家长就明确，如
果孩子考不上市区的好普高，就把他送
去平度一中借读。

据了解，部分很难达到普高线的考
生的家长，都有把孩子送到郊区借读的
打算。“虽然辛苦点，但只要能有个好的
学习氛围，能提高成绩，就值了。”一位
家长感叹道。

对下乡借读，去借读过的高考生家
长则相对冷静。家长洪先生的儿子三年
前在郊区一所知名高中借读过。孩子去
了不到半年，很不适应，结果还是回来
了。最后洪先生也反思，该不该去借读，
也得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而且要征求他
们的意见。否则，不仅浪费时间，还耽误
孩子学习。

13日上午，中考英语结束后，青岛1中考点的考生大多谈笑着走出考场。 杨广帅 摄

【英语】

提前半小时答完

13日上午10点10分，英语
考试结束。在58中考点，26中
学生项锐和程英翔边对答案，
边笑着走出考场。“上午的英
语不难，比一模二模简单。”程
英翔说，英语作文考的是结合
学校和家庭生活写出自己遇
到过的烦恼以及解决过程和
感受，比较好写。但项锐认为
阅读题生词比较多，但也不影
响理解整个文章的大意。

5 8中考点多位考生反

映，今年的英语题不难，答完
题后考生们都很有信心。

39中的张倩认为，英语
试题难度和平时练得差不
多，她提前半个小时就答完
了，从选择到阅读、作文，所
有题做起来都比较顺手。

考生反映今年的英语题
也融入了不少本土特点。如
2014年园博会、张继科称雄第
69届世乒赛、郭川的航海壮
举等和青岛有关的大事。

【物理】

新题型难“哭”不少人
“真是要哭了，太难了。”

13日下午考完物理后，考生
们互相“哭诉”。

“考完后出来一问大家
都觉得物理题难。”在15中考
点，一名考生说，她感觉物理
题是中考这些科目难度最大
的。两道大题都很难，考的是
关于电学和力学的，她一步
都没有解出来。选择题和填
空题还比较好做。

考生小张在这两道大题
的第二问上都没解出来。一
个题目的第二问直接空着，
另一道题还答出来一些。小

张说，这些题目给的条件较
少，但问题比较多，计算起来
难度特别大。

从市教育局提供的试卷
分析情况看，今年的物理试
卷侧重对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和基本方法的考查。与去
年相比，今年调整了部分试
题的难度系数，加强了对中
等难度题目的考查。

超银中学物理老师王海
洋认为，对大部分考生来说，
得分拉开差距主要是基础题
部分，学得扎实、看题仔细的
能得高分。

下乡借读？家长很纠结
有孩子“水土不服”，过来人称郊区借读需谨慎

本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杨林) 13日是个工作日，一
名考生乘车被堵在哈尔滨路
上，幸好路旁正有交警临时
指挥交通，最后交警用摩托
车把这名考生送到15中，比
开考时间晚了5分钟。

13日8点35分，中考英语
已经开考5分钟，15中校门紧
闭，一声警笛打破了门前的
平静。一名交警驾驶着摩托
车带着一位穿蓝色T恤的女
考生赶到门前，女生快速从
摩托车上下来后，向工作人
员出示了身份证和准考证，
工作人员验证无误后，立即
开了大门，女生抱着文具袋
就向教学楼跑去。从女生被
送到门前到进入考场，整个

过程只有三分钟。
据了解，13日一早，哈尔

滨路至抚顺路出现严重堵
车，接到上级通知，交警王寿
鹏和同事赶到哈尔滨路和抚
顺路交叉路口指挥交通。8点
20分左右，从一辆被堵在路
中间的轿车上下来一位家
长，着急地向王寿鹏求助，称
女儿是名中考生，一早出门
没有算好时间，被堵在哈尔
滨路上，眼看英语开考时间
要到，想请交警帮忙把孩子
送到15中考试。

王寿鹏见状，立即让考
生带好考试所需物品坐上摩
托车，在密集的车流中穿行
了10分钟后，将考生送到考
点。

求助交警，考生乘摩托赴考

本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杨林)
13日上午，一名在15中考试的考

生因为迟到近40分钟，没能进入考
场。原因是在路上堵了两个小时。

13日上午9点，英语开考已半个
小时，15中考点开始有考生提前交
卷。9点零8分，一对母子突然从人
群中赶到门前，“老师给开开门吧，
我们给堵在路上了。”母亲着急地
说，他们家住在崂山区，早7点左右
开着车送孩子来15中，被堵在银川
西路上，一堵就是俩小时，刚刚赶
到。

考点工作人员称，按照考试
规定，开考半小时后不准再进场。
这位考生到考场时正值有考生提

前交卷出场，更不能让这位考生
入场了。看到考场大门不开，考生
的母亲急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
转，不停地请求工作人员开门。

“孩子，快帮你妈妈说说吧，说你
还想考试。”周边很多家长也上前
帮忙劝说，但考生却非常淡定，一
句话也没有说。

僵持了十分钟后，看到进考
场无望，这位母亲拉着孩子就要
走。走时告诉记者，他们被堵在银
川西路上后，她本来问儿子“用不
用喊交警帮忙”，但儿子碍于面子
嫌请交警帮忙“声势过大”，坚持
不让她喊交警，结果一直在路上
堵着。

堵了俩小时，

迟到40分钟没能进考场

13日下午2点25分，一位家长
“冲”向考点，大口喘着粗气对工作
人员说：“你好，我是过来送准考证
的。”随后工作人员按照准考证上
的考场序号，把准考证送到了监考
老师手里。

这位家长说，孩子中午出门时
忘了带准考证，快到考点了才发
现。因为家住五四广场附近，路有
点远。为了给孩子快点送到，她不
知道闯了多少红灯。“以前不能理

解别人为什么会忘带准考证，这会
儿倒发生在我身上了。”家长有些
无奈。

5 8中考务工作人员介绍，仅
13日一天，就有3个学生忘带准考
证，但幸好都没耽误考试。“我们
就让考生先进去考试，拿到准考
证后再核对信息。”工作人员说，
考试前两天都没有出现这种情
况，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学生有些
放松和大意。

13日，中考第三天，公交
很挤，出租车难打，有考生差
点因此耽误了考试。

13日早7点30分，简先生
就和女儿从家出门，赶往58中
考点。按照前两天时间预算，
15分钟的公交车就可以到达
考点。可13日正好是节后上班
第一天，早晨堵车，公交非常
挤，几乎上不去人。因此父女
俩就准备打车去。“谁知道等

了半天，没有空车。”此时已
经8点了，简先生非常着急。

走到一个路口时，简先
生看到一名执勤的交警。紧急
中，父女俩向交警求助。“那个
警察叔叔是开着自己的车来
执勤的。我们把情况告诉他
后，他立即就让我们上车，把
我们送过来。”小简说，多亏了
这位交警叔叔的帮忙，让她在
开考前5分钟赶到了考场。

执勤交警帮送考场 母亲频闯红灯送证李沧区人口计生局着力规范服务，

推进计生依法行政工作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着力规
范依法行政和依法服务，切实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加
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对政策
法规的知晓率。开展“婚育新风
进校园”活动，为在校生讲解青
春期健康知识。开展婚育新风
进万家活动，为计生家庭宣传
和谐人口、和谐家庭理念。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依法办
事，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
健全信访制度，公开计生服务
热线认真落实群众反映的问
题，提高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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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珍梅本报记者 李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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