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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018高考志愿填报说明会金乡分场开讲

听听了了这这堂堂讲讲座座，，考考生生报报考考更更有有数数

本报济宁6月19日讯(记者
李蕊 见习记者 褚思雨
视频记者 黄健恒) 19日，

由齐鲁晚报·今日运河、齐鲁
壹点·济宁频道与金乡新闻报
联合举办的高考志愿填报说
明会在金乡一中举行。同时，
金乡县也是本报2018高考志
愿填报说明会的的首场县级
分会场，现场千余个座位坐无
虚席。

“如何有技巧性地填报高

考志愿，实现‘低分高就’？如
何合理有效地选学科、选专
业、选大学……”说明会上，来
自山东当代学生生涯规划研
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人社部认证国家职业规划师
张佳欣结合自己多年指导高
考志愿填报的成功经验，通过
生动有趣的事例，为考生和家
长讲解了填报志愿的基本方
法、容易出现的误区，以及要
注意的问题，内容非常详细。

“

填报志愿，虽然分数越高越有
发言权，但也是需要技巧的，
谁的报考方式更科学，谁就能
在这场竞争中取得更多的优
势。”张佳欣说。

“今天这场讲座对我来说
收获还是挺大的，专家分类列
出了冷门、热门专业及大学，比
前几场讲座所讲内容更全面。”
已经参加了4场高考志愿填报
说明会的家长徐女士说，儿子
平时学习成绩在全校300名左

右，考本科不成问题，就是在
选专业方面，拿不定主意。

本次说明会从上午9点一
直持续到中午11点30分。说明
会结束后，还有许多考生和家
长不愿离去，一直围着专家提
问。另外，本报将分别于6月26
日、7月22日在济宁体育中心
举办高招会综合场和高职专
场。届时，全国上百所高校招

生办老师将齐聚一堂，方便考
生了解高校，同时就志愿填
报，专业选择等问题与家长及
考生面对面交流。

本报济宁6月19日讯 (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苏益
若 吴广基) 19日是“全国
救助开放日”。当日，济宁市第
一救助管理站和济宁市第二
救助管理站分别邀请市民进
站参观。在环境良好、基础设
施齐全的救助站里，受助人员
在这里不仅可以吃得饱，也能
住得好。

济宁市第一救助管理站
和第二救助管理站分别位于
济宁城区和兖州城区，相继于
去年11月份启用新救助大楼。
如今，这两处救助站均设有男
女宿舍区、室内活动区、生活
区等，已成为集临时救助、饮
食住宿、文化教育、技能培训、
心理矫正于一体的现代化、综
合性的救助保护机构。根据规
定，同时符合“自身无力解决
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
市低保或农村五保、正在城市
流浪乞讨度日”条件的人员，
可以到站寻求救助。

每天，救助站工作人员也
会到城区街头巡查，按照“自
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对
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主动救助。

“2018年我们共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482人次，在院治疗71人、
站内供养13人。”济宁市第一
救助管理站站长李兵介绍，对
愿意接受救助的人员，如患有
疾病则先送往医院救治，对未
成年人实行“保护性救助”，对
能说清楚家庭信息的人员，积

极帮助联系家人。
兖州区是全国重点铁路

交通枢纽，对外地转送回济
宁的受助人员或由济宁送往
外地回家的人员，大多由济
宁市第二救助管理站负责。

“15日我们刚护送一对母子
返回贵州的家中。”济宁市第
二救助管理站站长彭毅说，
今年以来，救助二站共救助
226人，护送返乡人员163人。

葛相关链接

妹妹妹妹即即将将报报志志愿愿

姐姐姐姐抱抱娃娃听听讲讲座座

在说明会现场，一位抱
着孩子的家长胡玄玄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她是陪妹妹
来参加讲座的。同行的，还
有母亲和自己一岁半的女
儿。四口齐到场，足可见她
们对于志愿填报的重视。

“高考成绩很重要，但
填报志愿也非常关键。”胡
玄玄一边和记者聊着，一边
低头轻拍熟睡的孩子。她表
示，虽然自己和母亲不能提
供太多有效的建议给妹妹，
但作为家人他们也想多收
集些信息。希望通过参加说

明会，帮助妹妹合理填报志
愿，选择适合的高校。

“我妹妹一心想学医，如
果正常发挥的话也就是在一
本线左右，这样报志愿时学
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说明
会刚结束，胡玄玄便把女儿
交给母亲，带着妹妹找到了
张佳欣。张佳欣表示，平行志
愿的录取顺序是先根据成绩
将考生投往学校，再在学校
分专业，她建议报考时尽量
优先选择学校。

本报记者 李蕊 见
习记者 褚思雨

“救助开放日”济宁这俩救助站邀市民参观

在在这这里里，，不不仅仅吃吃得得饱饱住住得得也也好好
本报济宁6月19日讯(通

讯员 甄文英) 济宁经开
区马集镇西大李村贫困户李
吉响家有四口人，肢体残疾，
无法干重活，更不便长时间
站立，家里没有正常的经济
来源，所以日子非常贫苦。马
集镇扶贫办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积极为他想办法，为李吉
响找能干的工作。

6月是麦收季节，马集镇

扶贫办安排李吉响去西大李
村防火点防火，每天发放50
元的防火补助。不仅如此，扶
贫办工作人员还为李吉响在
爱心企业找了份工作，防火
一结束，就去报到。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马集镇扶贫办通过为贫
困户提供就业岗位、改善就
业条件，使越来越多的贫困
群体找到了脱贫的途径。

为为贫贫困困户户找找份份工工作作
让让残残疾疾人人自自食食其其力力

经经开开区区产产业业扶扶贫贫
为为贫贫困困家家庭庭““造造血血””干净整洁的宿舍。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一位考生现场认真做记录。 本报记者 黄健恒 摄

本报济宁6月19日讯(通讯
员 刘祥鹏) 经开区把拓宽
群众致富渠道、增加经济收入
作为扶贫开发的关键，以推进
产业项目为载体，全力扶持贫
困户走上脱贫之路。

经开区充分利用区域优
势和产业特色，围绕贫困农
户“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及包保干部能帮他们“做什
么”来确定带动低收入农户

增收脱贫的产业项目，探索
形成了“市场+合作社+农户”
和“市场+龙头企业+农户”的
生产经营格局，按照龙头带
农户、协会搞服务、科技作先
导、综合搞开发的发展模式，
不断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
确保扶贫产业项目开发一
处、成功一处、受益一处，增
加产业扶贫在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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