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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6月11日讯(记者

汪泷 姬生辉 见习记者

马云雪) 10日，济宁市2017年

中考拉开序幕，全市6 . 8万余

名考生迎战中考。其中，地理、

生物科目的成绩将以等级形式

呈现，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档案，其它科目成绩均以分数

形式呈现。

1 0日一早，尽管距离首

场语文考试还有1小时，但在

济宁一中考点外，早早赶来

的家长和考生已把这里围得

水泄不通。来这个考点参加

考试的考生，都是报考济宁

一中的孩子。为了确保考试

秩序，不少城区初中学校的

班主任、任课老师也都提前

来到考点外，举着班级牌子

召集各自的学生。

“除了济宁一中外，其他

考点也都有我们的老师。”在

济宁一中校门外，济宁市第

十五中学副校长孙振告诉记

者，在考前告知家长和考生

要注意饮食、安排好赴考路

线的同时，鉴于高考期间仍

然有忘带准考证的“马大哈”

考生出现，所以此次中考十

五中吸取经验，每位班主任

都随身携带了“准考证丢失

证明”。一旦出现考生抵达考

点后发现忘带准考证，可立

刻用证明来保证孩子第一时

间进场参加考试。”

今年济宁市的中考各项

内容没有较大调整，仍然继续

实行网络阅卷。考试成绩将于

6月23日前下发至初中学校，

7月初各招生学校开始组织录

取。目前，志愿填报的第一阶

段已于4月下旬完成，未被第

一阶段招生学校录取的考生，

可报考第二阶段“3+4”对口

贯通分段培养学校、初中后高

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以及设置第二

批次录取计划的普通高中学

校。

全市6 . 8万考生冒雨迎战中考

预预防防忘忘证证，，班班主主任任随随身身带带证证明明

济宁表彰一批本土科技“大咖”

杨杨玉玉岭岭、、卢卢秀秀莲莲获获市市科科技技最最高高奖奖

考生们冒雨进场。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葛现场花絮

10日，济宁中考第一天，
一“马大哈”家长误认为9点
才开校门，差点耽误了考试。

当日上午8时50分，济宁
一中太白校区门口的考生已
经很少，这是一对母女才慌
慌张张地赶到学校门口。

“你是来考试的吗？”考
点门口的值班人员问了一
声。

“赶紧进去吧，还愣神，

马上要发卷了！”值班人员催
促说。

听到这句话，考生立刻
慌张往里跑。

这位女士以为9点学生
才进校门，加上大雨磅礴，8
点半才从出发。家住杨桥村
的段阿姨感慨道，还好开车
开快，不然耽误了中考，后果
不堪设想。

本报见习记者 马云雪

误误以以为为99点点才才开开校校门门

糊糊涂涂妈妈妈妈差差点点误误大大事事

葛相关链接

卢秀莲
主主持持开开发发5522项项国国家家级级新新药药

卢秀莲现任辰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198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
事医药研发事业。20多年来，
她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济宁市
医药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和进
步的辉煌历程。

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

线，她曾主持开发国家级新
药52项、主持和参与制定国
家及行业标准50项、获药品
生产批件65个，牵头组建了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多个
高层次研发平台，引进了糖
类化合物领域国际排名前
三的顶尖科学家英国利物

本报济宁6月9日讯(记者

晋森 见习记者 李锡巍 通

讯员 张守元) 9日，济宁市

表彰为全市科技创新做出突

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菱

花集团的杨玉岭和辰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卢秀莲，分别

获得2015年、2016年度济宁市

科学技术最高奖。

会上还对2016年度获得

国家、省、市科学技术奖的项

目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山东

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的“电液伺服比例插装阀技

术研发”成果荣获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山推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完成的“170马力

智能化静压传动推土机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成果荣

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冯维春和黄泽波分别获得济

宁市科学技术合作奖；济宁

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获得第二届山东省技术转

移十佳机构；郭洋等个人获

得山东省技术市场科技金桥

奖先进个人。本次奖励项目

包括科学技术最高奖2人、科

学技术合作奖2人、技术发明

奖 7项、科学技术进步奖 9 0

项。

浦大学Jeremy Turnbull教授
的团队，突破了低分子肝素结
构表征的技术瓶颈，建立了抗

血栓药物依诺肝素钠等五种
低分子肝素的质量标准。

菱花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兼科技研发公司
经理杨玉岭是中国生物发酵
领域知名的专业技术人才，
他一直致力于氨基酸生物
工程技术研发、推广、应用。
不仅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
行业技术进步，还牵头组建
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山
东省氨基酸工程技术研究
中 心 、山 东 省 工 业 设 计 中
心，成功实施了产学研联合
创新。

他曾主持了与江南大学
联合开发的味精清洁生产
技术项目。该技术从根本上
解决了污染问题，使废水治
理由投入型变为效益型，年
增效益3000多万元。被列为
国家级技术创新项目，使我
国味精生产在环境保护、资
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方
面位居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晋森 见习记

者李锡巍

杨玉岭

新新技技术术让让味味精精更更环环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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