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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升升学学““份份子子钱钱””，，动动辄辄就就上上万万
考高中给钱考大学也得给钱，市民调侃升学份子比结婚份子还愁人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林宏
岩) “家里两个侄女，一个考上市
里最好的高中，一个考上了东北
财经大学，本来商量着一个孩子
给2000元，但是孩子姥姥一出手就
5000元，孩子就我对象这一个舅
舅，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给了5000

元。”8月19日，家住芝罘区的于桂
芹说道，单升学“份子钱”就花了
她一万块钱，是结婚随份子的几
倍还多。记者采访发现，8月中旬，
随着中高考录取结束，不少市民
遭遇了“升学份子”，而份子钱的
数额也是高得离谱，几百元已拿

不出手，一千元成最低标准。
栖霞市的隋先生今年又随了

一个“升学份子”，这是他10年来
随的第4个升学份子钱了，“再过
两年还有最后一个份子等着呢，
小舅子家的儿子马上考大学了。”
隋先生告诉记者，妻子有两个姐
姐和一个弟弟，共有5个孩子。“4

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给了第一
个，第二个也不能不给，最终就形
成了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就会各个亲戚
家转一下。”隋先生说，以前是考
上本科才给，后来考上专科也都

给钱。
“考大学给钱就行了，考上高

中也得给钱。”于桂芹介绍，其实大
外甥女考高中时并没有随份子，但
是姐俩恰好一个考大学一个考高
中，只给姐姐显得不好，于是考高
中也随份子了，“有了这个先例，以
后考上高中都得给钱了。”谈起这
一万元份子钱，于桂芹说，随份子
钱本来是个心意，祝贺孩子继续深
造，现在反倒成了负担了。

记者采访发现，近几年来，份
子钱的数额不断上涨，从几百元
到几千元，翻了几倍还多，“2005

年第二个外甥考上时一家给了
200元，孩子就高兴得不行，到了
2008年涨到400元，今年凑了个整
数，直接给了一千。”隋先生说。老
家聊城的侯女士在烟台工作，今
年弟弟考上了山东财经大学，张
口就跟她要手机。“孩子知道有这
回事就直接问我们要了，更过分
的是直接要手机，型号都选好了，
三星的，2800多元。”

“一共收了5000多元，我买了
个苹果手机。”考上浙江大学的芝
罘区考生小于告诉记者，本来父
母答应她，如果考上大学就给她

买苹果手机，但是因为亲戚给的
钱足够，她就没跟父母要钱。

对于升学“份子钱”，鲁东大学
学工处处长孙万东告诉记者，他也
曾遭遇过，自己的侄子考上大学他
也表示了自己的心意，“这是长期
以来形成的礼尚往来的传统，大家
觉得很正常，里面包含了对孩子的
鼓励和期待。”孙万东表示，用一定
数量的金钱表达长辈的心意并不
为过。但还是要量力而行，不能让
心意变成负担。“不能依据钱的多
少判断心意，不管钱多少，重要的
是其中包含的意义。”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石磊)
18日，市民于先生致电本报称，

他途经芝罘区青年南路时发现，
鲁东大学东门天桥东西两侧的4

部电梯，人流量稀少时依然匀速
运行。“自动扶梯并不智能，费电
不说，还影响电梯的使用寿命。”
他建议能否让电梯变得“聪明”
些，既不影响使用又能环保低碳。

18日上午11时许，记者赶到
现场看到，天桥共配置了4部自动
扶梯，其中天桥东西各2部，均在
匀速运行。“这座天桥电梯中午和
晚上利用率最高，但人并不算
多。”市民牟先生说。记者来到天
桥西侧的2部电梯处，粗略计数了
一下，中午12时至12时30分期间，
共有59人搭载电梯上桥，另有47

人从桥上搭乘电梯下桥，使用者
多为附近高校的学生。

市城管局市政养管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去年市区主干道新建
了5座天桥，鲁东大学东门天桥是
其中之一，电梯于今年三四月份开
始使用。“天桥电梯每天早上7点开
启，下午6点关闭，中午和晚上是高
峰期。”工作人员称，4部电梯都匀
速运转，不能自动控制。天桥电梯
使用率较低，一方面是远离商圈，
人流少；另一方面，大学生是这座
桥的“常客”，一旦上课或放长假，
电梯的利用率自然就降低了。

本报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李培强

“你多久没回家了？吃过饭
了吗？跟我们回救助站吧。”“我
就愿意住在这，你们管得着吗？
别烦我，快走吧。”这样的对话，
在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的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救助
站工作人员是爱心使者、贴身
保姆，也是私家侦探。8月18日，
记者跟随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感受他们的“百变”生活。

爱心使者

为流浪者送水和食品

18日9点20左右，在沃尔玛附近
地下通道，一位单臂男子带着女孩
乞讨，救助站工作人员说，带孩子乞
讨是违法行为，必须带回救助站，再
想办法送他们回家。

10点，在赛格数码广场附近，一
位40岁左右的流浪女躺在石凳上。

“她在这附近待好几天了，昨天下大
雨，她只能在房檐下避雨。”一位市民
说，看她可怜就拨打了救助站电话。
面对救助，女子却大声嚷嚷起来，“我
就喜欢住在这，你们管得着吗？”

“我们每天都要上街救助，采取
自愿救助的方式，愿意回站里的就接
回站里，不愿意就留下水和食品。”烟
台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科李科长
说，大多数流浪者都排斥被救助，还
有的一见到工作人员拔腿就跑，甚至
还会指责、谩骂工作人员。

私家侦探

从只言片语中找信息

11点，被救助的单臂男子和女
孩回到救助站。通过查看身份证，工
作人员确认了男子具体的户籍信
息，得知男子和女孩是父女，买了18

日当天下午的车票让父女俩回家。
然而，对精神有问题的救助对

象，工作人员只能充当“侦探”，从被
救助者的只言片语中筛选可用信息。
你的家是哪的？你叫什么名字？爸爸
妈妈叫什么？不断查询、筛选，再比对
其他信息，慢慢地“顺藤摸瓜”。妇女
儿童救助科科长于波说，救助站这些

“侦探”，每年能帮几百名精神有问题
的流浪者找到家人的信息。

贴身保姆

亲自为被救助者洗澡

李科长说，救助站鼓励家属自
行领被救助者回家，条件实在不允
许时，有自理能力的就为他们买回
乡的车票，精神上有疾病的或者儿
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会全程护送
救助者回家。

于波告诉记者，许多流浪者被
救助时已经很久没有洗过澡了，工
作人员要帮每个被救助者洗澡，并
给他们准备好干净的换洗衣物。只
要有需要帮助的救助对象，不管是
科长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要亲自
动手帮被救助者洗澡、洗衣服。

记者询问了多名电梯使
用者，他们均表示整座天桥的
环境都很舒适宜人。不过，不
少人认为“电梯有人没人一样
转确实有点奢侈”。

“我是鲁东大学的学生，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学校

东门外下午3点半到6点半，近
1万人横穿青年南路。”开学即
将上大四的小王说，一放假人
就明显少了，匀速运转确实有
点浪费电。如果有自动控制系
统的话，放假期间能省不少
电，环保又低碳。

市民贺先生说，在逛商场
时发现，很多自动扶梯都是可
变速的。“没有人踩在上面，电
梯就特别慢，一旦有人站上去
速度立刻提上来。”希望这座
天桥也能实现自动控制。

本报记者 石磊

“六级考了两次还没过
呢，完形填空之前基本都靠
蒙。”得知四六级考试题型的
变化，烟台大学大三学生巫
苑很高兴，以前时间不够了
完形填空就直接蒙。再就是
听力部分的复合式听写，三
个长句能听懂一句就不错

了，其他两句都是凭着印象
大体写一点。

“快速阅读那么简单，以
前根本不用看文章，题目都
是按顺序出的，找到关键词
就选出来了，现在换成匹配
得把文章看懂了。”这对不擅
长阅读理解的考生着实不是

个好消息，烟台大学大二学
生周瑾觉得，四六级重头戏
还是阅读，“翻译题目改成段
落翻译后变相成了阅读理解
的一部分，总之，除了听力就
是阅读。”周瑾说道，虽然听
力变简单了，但阅读比重增
加了，难度也加大了。

“听力变成词组对于非英
语专业的考生其实是个好的
考察趋势。能完整记下句子这
种技能本身就应该是专业英
语的测试方式，对于普通英语
水平测试的四六级来说没必
要。”曲阜师范大学英语老师

张晓雨表示，变革后更加注重
考生真实的英语水平。像翻译
题目，单纯地翻译句子对英语
能力的培养不如放在整段中
翻译，文字翻译本身就是需要
结合上下文的。

张老师表示，题型的变

革对考生成绩影响应该不
大，一方面听力题目难度降
低，但另一方面翻译题目难
度增加。试卷整个难度并没
有降低，特别是主观的题目，
也将成为拉分的重要因素。

本报记者 林宏岩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林宏
岩) 日前，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委员会表示，从12月份开
始，四六级考试试卷结构和测试
题型将进行调整，调整内容为四
部分，即快速阅读、复合式听写、
翻译题目和完形填空。

据悉，快速阅读题目改成
长篇阅读，形式变成段落句子
匹配。另外，复合式听写部分
由听写三个句子改为听写 1 0

个单词或词组，完形填空全部
取消，翻译题目由单句翻译变
成整段翻译，分值比过去提高
15分，翻译文章四级长度140—
160个汉字，六级长度180—200

个汉字。
变革后，四六级考试的总

时间依然是130分钟，题目大类
依然为四部分，即写作部分(分
值占15%)；听力理解部分(分值
占35%)，包括听力对话(15%)和
听力短文(20%)两部分；阅读理
解部分(分值占35%)，包括词汇
理解(5%)、长篇阅读(10%)和仔
细阅读(20%)三部分；翻译部分
(分值占15%)。

既要当个“保姆”
还得是个“侦探”

完完形形没没了了，，听听力力长长句句短短了了
四六级新题型变革，老师提醒变化后的难度不低

考生反映>>

原来全靠蒙的题目都没了

老师分析>>

主观题目成拉分重要因素

鲁东大学东门天桥电梯人少时仍匀速运行，市民建议智能化

天天桥桥电电梯梯也也该该““聪聪明明””点点

市民声音>>

盼望电梯实现自动控制，环保又低碳

天桥电梯上的人流量比较少，电梯却仍然在匀速运行着。 本报记者 石磊 摄

记者感受救助站工作
人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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