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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填志愿最好咨询一下报考学校招办老师
7月28日本报高招会（高职场）在渤海七路政通人才市场为考生服务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张凯 )
5日，本科一批一志愿填报。不

论对于高分生还是刚够一本线
的考试都存在一定难度，如何合
理填报，增加录取机会？本报高
招会建议，考生临填志愿前不妨
再次听听高校老师怎么说。

“考生应该认真研究院校录
取数据 ,做好归类、整合、分析 ,以

便参考。考生可以考虑填报提前
批 的 学 校 , 以 增 加 一 次 录 取 机
会。”多年带高三的资深教师宋
老师说，今年施行平行志愿，填
满所有志愿，但专业选择上要慎
重。

本报建议，为了保险起见 ,考
生报考前可以跟所报考学校的
招办老师联系一下 ,进一步了解

是否有把握。不少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 ,往往按照城市-学校-专业
的顺序选择 ,而且大多考生心仪
去一些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城
市 ,再加上不少考生还有恋家情
结 ,因此省内的高校成了大部分
考生的首选。考生在选择高校时
不妨避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选
择东北、西北、西南等二线城市

的重点大学。
本报高招会受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委托 ,由齐鲁晚报和
山东教育考试中心联合举办，滨
州高职场将于7月28日在滨城区
渤海七路政通人才市场召开。届
时，将有山东职业学院、滨州职
业学院、东商务职业学院等60余
所院校参加本报高考招生咨询

会。
本报将充分利用齐鲁晚报

多年的高招会举办经验，邀请多
位高校招办主任参加，咨询会现
场将有省多位报考专家坐镇，负
责解答各种疑问。这些专家都有
着多年参与高考报考的经验，是
志愿报考的权威。

咨询电话：3210021,3210018。

辖区走访要有张“厚脸皮”
边防民警转变工作观念由管理者变成服务者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明

热脸贴到冷屁股上
需要有张“厚脸皮”

桌上放着两本厚厚的笔记本，
里面记录的全是赵德恒的工作日志
和心得体会。从2007年开始，他负责
无棣沙头村的日常工作，入户走访
成了他首先要做的事。

赵德恒平时除了忙于派出所的
日常工作，还要保证一星期到村里
入户走访至少两次，“一有空，就到
村里去，想尽快了解村民的情况。”
他说，因为一天要走访很多户村民，
怕忘记村民的姓名以及家庭状况，
他随身带一个笔记本，每走访一户，
他都会将其家庭状况做一个统计，
还不时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其实，民警刚开始入户走访时
遇到很多困难，村民的不理解会让
他们在走访时遇到尴尬。“即使这
样，我们也要继续走下去。”赵德恒
说。

他记得第一次到沙头村走访
时，一圈下来，没有几个人搭理他，
有时还被人挖苦。虽然早做好了心
里准备，但还是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走访中，他发现许多老百姓对
派出所民警的工作不理解。“过去，
谁家门前停了一辆警车，肯定这家

有人犯事了，所以现在民警突然到
村民家里，他们还接受不了。”

为了能让村民尽快转变固有观
念，赵德恒一有空就到村里跑，看到
村民正在做农活，他帮着干；见到街
头有人聊天，他也停下来聊上几句。
日子久了，村民与他熟了，有些话就
愿意讲给他听。现在，赵德恒已连续
走访沙头村七年，与村民成为朋友，
有时工作忙，村民几天看不到他，还
给他打电话，请他到家里吃饭。

和赵德恒一样，岔尖边防派出
所、冯家边防派出所的每一位民警，
都做着同样的工作，经历也颇为相
似。他们从过去单纯的管理者到主
动到村走访，去倾听百姓的声音，是
工作态度的一种转变，现在的边防
民警正在向服务型民警转变。

与百姓成为朋友
村貌也发生变化

记者跟随岔尖边防派出所的民
警实地走访了岔尖村和沙头村，亲
身体验他们的日常走访工作。盖超
负责的是岔尖村，因为渔民较多，他
经常在傍晚时分，到河岸上与渔民
攀谈。现在正处于休渔期，渔民的船
都停靠在河岸旁，部分渔民还在船
上忙碌。

渔民对盖超很熟悉，一见面就和
他开起玩笑来。他们从家长里短聊到
最近的生活状况，言谈举止中能看出
他们彼此间的那份信任。谈话间，有
渔民正向船上搬运东西，盖超二话不
说，就前去帮忙，民警就是通过这样
的举手之劳赢得百姓信任。

随后，记者跟随赵德恒来到沙
头村王淑珍家，她有三个儿子，其中
两个为智障，王淑珍看到赵德恒，一
把抓住他的手，聊起家里的琐事来。
据王淑珍介绍，之前，家里没办低
保，是赵德恒又跑村委会又跑民政
局，才将她的低保办上，“小赵给我

留下了电话号，现在家里有啥事，我
都给他打电话。”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沾化冯家
边防派出所，为方便老百姓办理一
些业务，他们干脆印了上万张便民
联系卡，卡上印有派出所民警的联
系方式以及职务，老百姓想具体办
理什么业务，通过便民卡可以直接
找到相关负责人。

民警通过转变工作方式，主动
联系群众，使百姓更加理解民警的
工作，村风村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岔尖村和沙头村是两个打渔村，外
来人口较多，以前打架斗殴现象比

较严重，岔尖边防派出所根据辖区
实际，建立了6支巡逻队。。实现24小
时网格化，不间断巡逻，几年来，该
所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和重大、恶
性治安案件。一位渔民在现场这样
向记者描述：“以前三天两头打架，
现在村里打架斗殴的已经没有了。”

沾化县冯家镇村民世代打渔为
生，为了对渔民统一管理，在民警的
协助下，帮他们成立了渔业协会、海
上党支部。“渔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用极端的方式反映问题，现在一切
都是按照程序来，非常规范。”冯家
镇党委书记潘清军说。

无棣岔尖边防派出所边防人员赵德恒，从2007年开始负责
沙头村的管理工作，除了日常在派出所工作外，去村里四处走，
成了他的习惯，也成了他的工作。

其实，像赵德恒一样，岔尖边防派出所的每个人都在入户走
访，这不仅是一种工作习惯的转变，也体现了新形势下，民警对
百姓服务意识的增强，从以前的单纯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

3日，记者分别探访了无棣岔尖边防派出所和沾化冯家边防
派出所，亲身感受他们日常的工作。

33日日，，边边防防警警官官正正在在帮帮渔渔民民往往船船上上放放东东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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