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有爱爱！！滕滕州州协协警警牵牵盲盲人人穿穿过过车车潮潮
还走了半站地把盲人送上公交车，阿里公益奖励他 5000 元

虽然平凡但有温情有暖意

我们无法帮助每个人，但每
个人能帮到某些人，拉布吕耶尔
说，“最好的满足就是给别人以
满足。”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总
有其他人会记得你。19日晚，阿
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负责人从
齐鲁壹点看到这一感人新闻后，
当即决定，奖励助人的滕州协警
冯勇5000元现金，以鼓励他传递
的这股力量。

对于冯勇，网络中早已赞声
一片。@一叶小舟说：“请让我来
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这世

界 会 变 得 更 美 丽 。”@ 壹 粉
021679说：“执法者都如此，何愁
社会和谐，居民安居乐业？”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齐鲁壹点客户
端上看到这一新闻后，也深受感
动，虽然这件事平凡得不能再平
凡，但贵在有温情、有暖意，最能
够激发人们内心的善意表达，更
容易传递出去。因此，阿里公益

“天天正能量”将奖励这位爱心
协警5000元奖金。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是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以“传播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的公益
项目，已为2000多位国内外正能
量人物颁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数十个大型公益项目，累计投入
公益金2000多万用于传递正能
量。

齐鲁晚报作为合作媒体，联
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组
设立齐鲁正能量公益专项基金，专
门奖励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感动
你我的正能量。事件无论大小，真
善美是唯一的奖励标准。

高考说明怎么用，解读会上专家支招

高高考考备备考考不不能能以以做做题题代代替替复复习习
本报济南3月19日讯（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高考说明
说了啥？到底应该怎么用？19日，
在本报与大智学校共同举办的
考试说明解读会上，高考专家王
燕谋给考生讲述了高考的命题
原则，高考不是竞赛，考查的是
考生的能力，备考时不能以大量
做题代替复习。

“高考数学压轴题该怎么
做？”“选择题有什么答题技
巧？”……19日，2016年高考《考
试说明》解读会刚开始，就有不
少家长在本报客户端齐鲁壹点
直播栏目中对高考专家王燕谋
进行提问。

王燕谋认为，历年的高考试
题，都会紧扣当年出版的高考试

题大纲，大纲要求了解和理解
的，一般不会考，但要求掌握的
内容则在考查范围内。

以高考数学为例，今年的理
科有161个知识点，文科有124个
知识点。如果以了解、理解和掌
握为标准可分为A、B、C三个层
次，其中C级别知识点理科52
个、文科41个，这些才是要求考
生掌握的，其实也只有三分之
一。

在高考说明中变化了的题
目，考生一定要注意，这是出题
人的依据。高考说明中的样板
题，不会直接出在高考试卷上，
通常会进行变形。

“高考不是竞赛，绝大多数
的孩子都能赢。”王燕谋表示，高

考考的最终还是能力，通过知
识、方法体现出来。考题基本上
是基础题，但基础题不是简单的
题，而是指用基本方法、基本思
维能解决的考题。

为此，命题人注重的是对考
生基本能力的考查，在命题的时
候都是遵循哪个题考查什么样
的能力为切入点。命题还要考虑
区分度，要均衡出题，防止出现
两极分化的情况。

“压轴题不是给所有人做
的，压轴题的目的就是区分考
生水平。”王燕谋在回答家长
提问时表示，压轴题一般有三
问，第一问大都能做出来，第
二问需要动点脑筋，第三问通
常有数学竞赛“味儿”，超过课

本内容。考生没有那个水平不
要较劲，建议复习的时候不要
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难题上，而
是要均衡复习，这样才能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燕谋说，很多家长为了锻
炼考生的解题能力，给孩子安
排大量的题型练习，把做题代
替了复习。“真正的复习应该从
做题中归纳出知识点，进行整
合、梳理，从而得出解题技巧。”

目前，高考进入了倒计时，
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有个正确的
定位，头脑要清醒，清楚孩子的
实际水平，站在客观的角度定
位，才能整理出一个合理的复习
计划，按照计划严格执行，才能
取得不错的成绩。

帮人找到孩子，自己嘴笨让妻子接感谢电话

冯勇所在的执勤三中队队
长崔伟强得知他的举动时，并没
有太多的吃惊：“我知道冯勇的
为人，一直很热情，平时有小孩
独自过马路也会送过去，工作很
负责。不过我相信要是其他队员
执勤，看到今天的情况，也都会
做出一样的举动，这对我们交警
来说是一件非常平凡的小事。”

冯勇是2007年进入滕州市
交警大队执勤三中队的，成为一
名协警，至今已经九个年头了。

冯勇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

崇拜交警，觉得交警在马路上指
挥交通“很威风”，当他真正走上
这个岗位之后才知道交警的担
当。“碰到堵车的时候我和同事
把车辆疏导开之后，心里就觉得
很敞亮。”

在冯勇妻子张玉眼中，冯
勇是个没有花花肠子的老实
人。夫妻俩是初中同学，张玉就
是看上了他的脾气秉性好。“我
们俩从结婚到现在基本没吵过
架，主要是因为他脾气好。”张玉
说，“好像是去年，他执勤时看到

一个走失的小孩，最后帮孩子找
到了家人，那家家长一个劲打电
话发短信想感谢他。他觉得都是
举手之劳的事，不想兴师动众，
但是又嘴笨，不知道怎么跟人家
说，就把电话塞给我让我说，他
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生活上，冯勇也给张玉很
大的支撑。“我娘家的活，我哥哥
都不干的活他干，我父亲住院时
他比我照顾得都多，所以我妈特
别喜欢这个女婿。”张玉不吝用
最美的语言夸奖自己的丈夫。

“换作其他同事，也会帮他的”

按照郭其伦提供的时间和
地点，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帮助盲
人过马路的当事人，他就是当时
的交通执勤人员冯勇。

冯勇是滕州市交警大队执
勤三中队的一名协警，今年33
岁。听到要采访他帮助盲人过马
路的事情，他觉得记者是“小题
大做”。“今天上午恰好我执勤罢
了，要是换作其他同事，也都会
帮他过马路的。”冯勇说。

冯勇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

情景，他在平行路和荆河路路口
执勤时，看到一位老先生站在道
路接近中间的位置，不断用手杖敲
打地面试探着前行。记者了解到，
该路口是滕州市区最繁忙的路口
之一，车辆和行人都比较多。

“看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
他是一位盲人，便上前去问他需
不需要帮助，老先生说他要穿过
马路去汽车西站。”冯勇说，老先
生看起来有五六十岁，和自己的
父亲一般大。便牵起了老先生的

盲杖，让他紧随着自己走。
从东向西穿过马路之后，冯

勇在离开之前还是不大放心，便
仔细问了几句：“他告诉我要去
坐 6路车，我一听这不走错了
吗。”冯勇再次牵起老先生的盲
杖，走了半站地的距离，把老先
生送到了6路车公交站台。“我们
到了之后公交车恰好要走，司机
从后视镜看到我挥了挥手，便停
下了车，我把老先生送到了车上
后就回去继续执勤了。”冯勇说。

送水小伙很感动，拍照片传壹点情报站

爆料人郭其伦今年25岁，从
事送桶装水工作，每天穿梭在滕
州的大街小巷。

19日上午10点左右，郭其伦
和同事鲁航骑着一辆电动三轮
车照常送水，快走到平行路和荆
河路路口时，看到一名交警模样
的人牵着一位盲人的拐杖走在
马路上。

“交警的衣服比较显眼，我
们刚开始是和他们迎面，老远
就看到了。交警牵着他的盲杖
走在前边，盲人紧跟着在后面，
当时看到觉得很感动，随手就
用手机拍了照片。”郭其伦说，后
来看到那位交警一直把盲人送
到公交车上。

这种事情在路过的送水工

郭其伦和鲁航看来，充满了正能
量，让他们觉得很温情，所以就
把照片发送到齐鲁壹点客户端
的情报站。“我们俩平时送水比
较忙，有时在街上随手买一份齐
鲁晚报看，觉得解乏。后来在报
纸上看到齐鲁壹点客户端二维
码，就下载了下来，用手机看新
闻更方便。”郭其伦说。

本报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孙宝磊3月19日上午10时许，滕州
市民郭先生上传了几张交警牵
着盲人过马路的照片到齐鲁壹
点情报站。照片中，一名交警牵
着盲人的盲杖走在前面，盲人
紧随其后，两人穿梭在交通繁
忙的路口。这一幕，让回暖的春
日周末更加温暖。

2016年3月20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李师胜

组版：庆芳

A03-A05

王燕谋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齐鲁壹点情报站

开出首期千元大奖
3月19日晚上，齐鲁壹点发布的《你是我的眼！滕州街

头温情一幕：协警牵盲人穿越车潮》的新闻引爆了朋友
圈，至23点30分，这一新闻的阅读量已过百万。这种细微
却暖心的情感，瞬间迸发出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条线索最初是出现在齐鲁壹点情报站上，爆料人
是枣庄滕州市两位”送水小哥”郭其伦和鲁航。当天晚上，
壹点情报站决定奖励两位爆料人1000元线索大奖。

壹点情报站是齐鲁壹点重点打造的一个移动端爆料
平台，通过完善流程，创新齐鲁壹点和用户的互动模式。
用户可以通过情报站上传新闻线索和图片，专门的工作
人员及时向报纸记者进行反馈，保证线索的即时、快速处
理，而用户也可以随时进行回复。同时，情报站每天对线
索处理进行直播，保证用户能够即时了解这条线索的处
理进度和新闻的采编进程。此外，齐鲁壹点每天还会评出
一条最佳情报，并对爆料人予以奖励，打造的是一个好
用、好玩、有趣、有益的交流空间和爆料平台。

齐鲁晚报融媒爆料平台升级后，千元线索大奖将不
定期颁发。接下来，壹点情报站还将
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景区管理人
员等社会接触面广的人员开放，并
从中择优选聘壹点专业情报员，让
更多的情报汇总到齐鲁晚报。以报
网互动的方式，打造有深度、有温
度、有情怀的新闻，更好地为读者和
用户服务。 本报记者 任鹏

冯勇牵着老人的盲杖穿梭在车流中。 读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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