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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高高校校不不少少教教室室设设““手手机机驿驿站站””
老师说学生手机离身，课堂秩序确实好了不少

最近，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尝试在
各个教室设置手机袋，上课时间让学生将手机寄存
在手机袋里，避免上课时间还有学生低头玩手机、发
短信。

针对学生上课时间还低头玩手机、发短信，聊城
大学年初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在不少学院的教室设有

“手机驿站”，学生进教室上课手机暂存“手机驿站”。
有老师说，这一做法确实能让学生更加专注学习，随
着学生们的手机暂时离身，课堂秩序确实好了不少。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王登虎

在聊城大学不少教室，都设有“手机驿站”供学生上课时临时寄存手机。

大学生很少没有手机

上课时“低头族”越来越多
作为新学期强化课堂管理

的新手段，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旅
游管理学院在各教室设置手机
袋，让学生在上课前把手机关机
放进不同编号的手机袋中，下课
时再根据编号拿回手机。之所以
强化对手机的管理，相关老师说
由于现在手机已在大学生中普
及，很多老师上课时都会发现，
有学生走神低头玩手机或收发
短信的情况。

针对该老师介绍的情况，在
大学校园里随机调查发现，现在
已很少见到大学生没有手机的
情况。据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一位学生介绍，他的印象中就连
学院里的贫困学生都有手机，不
是说贫困生不节俭，而是因为手
机是现在必备的通信工具，有时
甚至不用花钱买，只要参加通信
公司的一些活动，都会免费送手
机，而且还是智能手机。

“我已经换过两部手机了，
第一部是入学时家长给买的。”
聊大文学院一陈姓大三学生介
绍，今年他参加了学校的迎新工
作，新生入学时手机已成为必不
可少的重要装备。有时甚至不是
学生本人想要，而是家长为方便
及时跟孩子联系，主动提出给买
的。为此每年新生入学时，也是
各大通信公司抢占客源的重要
时机。“学校迎新生时你来看看，
通信公司的摊位一点儿也不比
我们各学院设的少。”

“有了手机，平时玩玩游戏、
收发个短信自然必不可少。”陈
姓学生说，手机功能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便捷，当然也会在课堂
上出现玩游戏、收发短信的情
况。相对来说，除了一些贪玩学
生上课时还会玩游戏外，平时遇
到个急事收发短信的行为很常
见，他本人平时就常这么干。

制止课堂上玩手机

聊城两所高校先后出招
针对学生上课时低头玩手

机，不仅是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出招制止，聊城
大学有的学院早在年初就推出
了类似举措。

聊大化学化工学院今年3
月份组织学生利用生活中的包
装盒、硬纸板等废旧物品在各
个教室设计制作了“手机驿
站”，让学生们在上课前将手机
调成静音或关机放进手机驿站
统一保管。这种“手机驿站”的
设置既倡导低碳生活理念，又
更好的维护了课堂纪律，呼吁

大学生拒绝做“低头族”。
几乎在同一时间，聊城大

学开始在全校推广这一做法，
类似的“手机驿站”纷纷出现在
各个学院的教室里。在“手机驿
站”出现的同时，有的学院还跟
着推出了一些配套措施，以引
导学生上课时自觉地将手机暂
时寄存到“手机驿站”。

作为班主任老师的聊大化
学化工学院的张军红，对于“手
机驿站”的出现拍手叫好。据其
介绍，之前常有任课老师反映
学生上课时低头玩手机、收发

短信的情况，有的甚至还没有
调成静音，不仅收发短信的学
生本人走神，还会因为发出声
音会影响其他学生正常上课。

张军红说，现在别说是大学
生了，就连有的小学生都有手
机。不过好在现在绝大多数中小
学校都拒绝手机进学校，大学生
虽然能在学校里使用手机，但上
课还随身携带势必会影响正常
的学习，因此建议学校不妨以后
加大一下管理力度。“哪怕干脆
像中小学那样，直接禁止手机进
课堂也不为过！”

7788岁岁老老人人迷迷路路

民民警警网网上上帮帮找找家家

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曲付冰 )

16日，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从堂
邑来聊城找亲戚时走失迷路，特
巡警大队民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查找，将老人说的信息在户籍系
统网络对比，终于帮老人找到亲
戚家。

16日15时许，东昌府特巡警
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名70

多岁老人，手拿行李，行动极其不
便。民警见他东张西望，便上前询
问。

老人讲，他是堂邑镇来聊城
城区找自己的弟弟，但又不知弟
弟家住在哪里。民警见老人神情
紧张，于是先将他带回大队，并
给老人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询
问。

原来，老人今年78岁，住在
东昌府堂邑镇人，一人来聊城找
弟弟，来到聊城后就不认识路
了。询问过程中，老人声音含糊，
手不断发抖。当民警问其弟弟的
姓名、住址时，老人说弟弟的名
字，但住址忘记了。民警了解情
况后，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在
户籍系统网络找到他弟弟的姓
名并调出头像给老人辨认。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辨认，终
于找到了老人弟弟的家庭住址。
接着，民警马上带老人家来到柳
园路附近的一个小区，经过多方
打听，终于找到老人弟弟的家。

高高校校大大二二学学生生举举办办模模拟拟招招聘聘赛赛
大学生职业规划意识提前，面试者和考官都是在校生

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各位评委老
师、各位同学，我是来自网络工
程专业2013级学生赵启浩。”聊
城大学计算机学院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面试，面试者和考官都
是在校大学生。

“今年就是‘更难就业季’
了，到我们毕业时岂不是得叫

‘难无止境就业季’。”计算机学
院大二学生盛迎迎说，今年学
院举行了很多场模拟面试，都
是高年级的学生举办的。虽然
他们才大二，但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计算机学院的大二学生们
进行了角色分工，有人当面试
官，有人当面试者。

第一个上台的赵启浩略显
紧张。但在接下来的案例分析
和压力面试中，他运用所学专
业知识从容应对，赢得了“面试
官”一致认同。对于为何大二就
参加面试比赛，他说：“求职面
试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迟
早都要面对，这样的大赛可以
挑战自己，之所以先行一步，是
希望走得更远。”

盛迎迎在这次面试赛中扮

演“面试官”，她坦言，“一点都
不比面试者轻松，提前很多天
准备面试时问什么问题，上网
搜、请教老师，光草稿都写满了
四五张纸。”她希望她准备的题
目能尽可能贴近真正面试题
目，让参赛同学获得经验。网上
的教师、公务员面试、一些大企
业面试题目等，“考官们”准备
了不少。

据了解，目前，大四学生已
开始忙着找工作、备战公考、备
战考研，很多大三学生也已提
前进入各类备考和备就业状

态，而大二学生们也不甘落后，
举办了这样一场模拟招聘大
赛。

“我们感觉到就业形式越
来越严峻，所以开始提前规划
个人职业。”主办方表示，举办
比赛的目的是帮助大二学生
提前制定就业计划，了解职场
规则。“现在很多同学开网店
和实体店，或利用假期和课余
时间兼职，这都是我们在校生
积极跟社会、职场接轨，尝试
规划个人职业生涯的一种提
前试水。”

聊聊城城市市属属事事业业单单位位招招考考六六千千多多人人报报名名
六成多报考人员通过审核，其中九个涉医职位报名为零

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记
者 刘云菲 ) 目前，聊城市
属事业单位招考网上报名阶
段结束，根据2014年市属事业
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统计
(截止到2014年11月14日16时)
统计，今年报考人数达到六
千多人，六成报名人通过审
核，其中九个涉医职位报名
为零，一岗位有500多人报名。

根据2014年市属事业单
位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统计(截
止到2014年11月14日16时)统
计显示，共有6千多人报名，
3800多人通过审核。最热门岗
位市妇女联合会市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管
理，招聘人数为1人，却有700
多人报名，500多人审核通过。
经济合作局经济合作有300多
人报名，市旅游局节庆办公
室综合管理200多人报名；市
油区工作办公室综合管理报
名160多人。而其中，市人民医
院口腔临床医师；市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医师 ；市人民
医院神经外科医师；市人民
医院儿科医师；市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医师；市人民医院
核医学医师；市人民医院CT
诊断医师；市人民医院超声
诊断医师；市传染病医院外

科医师，这九个职位报名人
数为零。

公考专家分析，今年聊城
市属事业编招考人数比往年
减少近一半，且今年条件有所
放宽，一些职位为不限制专
业，所以报名人数较多，而报
名少的岗位多为要求较高，类
似这九个职位均要求博士学
位。今年势必会加大竞争。

根据《2014年聊城市市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简章》规定，报名结束后，对
应聘人数达不到计划招聘人
数3倍的招聘岗位，计划招聘1
人的，取消招聘计划；计划招

聘2人及以上的，按1：3的比例
相应核减招聘计划。应聘取消
招聘计划岗位的人员，可在规
定时间内改报符合条件的其
他岗位。“截至14号的报名统
计是一个基本情况，具体人数
要等缴费后才能确定，但这个
统计表示了大致情况。”市人
社局工作人员介绍。同时根据

《2014年聊城市市属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应聘须知》
规定，对公示后无故放弃聘用
资格的应聘人员，将由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主管机关记入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与
诚信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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