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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飞 胡晨阳 黄亭亭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到2018年，全市新增造林面

积60万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30 . 5%
以上，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46%、40%以上，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平
方米以上，生态建设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
森林城市评价标准，实现森林水城建设目标。”
3月10日，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市林业局副局长张景臣，就聊城市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回答记者提问。

张景臣告诉记者，今年是聊城市“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工作的启动之年，自今年起，聊城开
始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带动战略，打造以大型片林
为主体，城区绿化为核心，路域绿网、农田林
网、水系绿带为框架，镇、村、社区、单位、庭
院绿化为单元，片、网、带、点相结合，城乡绿
化相衔接的森林体系，实现林水相依、林茂粮
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据悉，全市将初步建成
比较完备的生态防护体系、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
体系、比较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林业有害
生物防控能力、森林资源管理和执法能力等，在
林业发展体制机制、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农民持
续增收、生态文明建设四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根据国家森林城市标准，我们还存在很大
的差距，比如全市森林覆盖率低，城区主要街道
的绿化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缺少参天大树。
城区城乡接合部的绿化及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
善。重点城市出入口、环城路、重要十字路口及
城市骨干河道，部分干线道路、水系绿色通道建
设绿化需补植完善。市区有的企事业、机关单位
的绿化效果差等等。”张景臣说，针对聊城的现
状，聊城市将着重抓好“一心、两带、三环、四
区”四个方面。“一心”指聊城中心城主城区。
该区域建设以乔木林为主体的各类公园、公共绿
地和防护绿地，形成森林聊城的绿色核心；“两
带”指水系保护带和路域绿化带。“三环”指环
城林、环镇林、环村林建设。“四区”指沙化荒
漠化防治区、名特优经济林示范区、村镇驻地美
化区、城市近郊生态区。

到2018年新增造林面积60万亩以上

聊城争创

国家森林城市

□刘立波 高田 报道
本报东阿讯 “有了农家书屋，查个种植养

殖资料、防疫知识、卫生常识什么的，比以前方
便多了，农家书屋让我们找到了科技致富的门
路。”近日记者在高集镇前王村的农家书屋里看
到，越来越多的村民捧起书本学习农技知识，充
电备生产。

“以前人们缺乏精神食粮，没事就喝酒、打
牌，既伤害了家庭，又伤害了自己的身体，现在
有了农家书屋，很多人来书屋看书，种植养殖等
科普书、少儿读物、小说等都很受欢迎。”前王
村党支部书记王殿生说。

该农家书屋现有书籍3000多册，内容涵盖农
村实用技术、法律、卫生、农村科普、文学小
说、政策等10多个门类，涉及农民群众生产生活
的各个方面。每天中午、下午各两小时借阅时
间，由值班的村干部负责，一般一次可借3本以
内，每个星期都有六七十人借书。每逢周末、节
假日，前来读书和借书的学生比较多，小书屋也
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

目前，高集镇不断投入资金，农家书屋建设
基本实现全覆盖，藏书达3万多册，成为群众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好去处，每年到农家书屋看
书、借书的群众达10000多人次。

东阿高集镇

群众农家书屋

充电忙

广告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孙亚飞
实 习 生 郭学娟 郑 群

家长们无奈的质疑

聊城市民王女士孩子的情况较有代表性。
王女士的孩子在城区一所重点初中上初二，学
习成绩稳定在班里的前20名。但由于性格偏内
向，不善于同学间的交际，在综合测评中承受
着较大的压力。

“在初一寒假社会实践中，我陪孩子用了
几天的时间作了一项社会调查，孩子非常用
心，下了很多功夫，做的实践报告很丰富，图
文并茂，开学后上讲台作了展示，但在测评中
得了B。孩子过后告诉我，有的同学几乎全是
从网上下载的，在台上念了念就得了A，还有
的同学因学习特别好，根本没展示就得了A。
这让孩子的心灵很受伤，过后老师也说很遗
憾，但测评中老师不能参与，她也没有办
法。”王女士说。

“孩子班里有个学生平时根本不用功学
习，考试成绩一直很差，但由于在测评学习能
力这一项时，他主动站起来作了‘以后要好好
学习’的保证，同学为了鼓励他，这一项的测
评就得了A。这个孩子得A我也替他高兴，但
不得不说，学生之间的评定有其随意和盲目
性，没有什么标准。”王女士质疑道，“和孩
子最贴近的学习能力都这样评，更别说连我们
家长都辨不清的创新与实践，审美与表现等内
容了。让孩子相互打分，分出一、二、三等，
还以那么高的分值计入中考成绩，它公平
吗？”

王女士说，她的孩子性格内向，遗传因素
占很大一部分，而让孩子过早的为此买单，不
但会影响她的中考成绩，还让孩子在与同学相
处中变得更加不自信。“等孩子长大后，为了
适应社会，她的性格和与人相处的方式会慢慢
地作出改变，但现在还小，几乎全部的精力都
在学习上，哪还有时间和精力为了迎合测评而
刻意地作一些改变？再说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

王女士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家长的赞同。他
们对记者说：“班里的同学拉帮结派，相互讨
好，不敢得罪人，就是为了有个好人缘，在相
互评价中能得高分。这正常吗？这对孩子以后
心理发展有好处吗？综合评价的积极作用又在
哪里？”

分值高导致评价走样

家长们最不满意的是，初中生的综合素质
评价成绩计入中考总分，所占的分值太高。初
中3年，综合素质评价6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分值最高为72分，按学生实际成绩计入录取总
成绩，超过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
等科目的分值。综合素质评价得全A的学生与
得全B的学生，差18分，与得全C的学生，差36

分。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得全C的学生，还没参
加中考，就比得全A的学生少了36分，压力之
大可想而知。

在一所中学初二某班的一张书桌上写了一
句话：“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但12个B简直
要了我的命！”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完善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坚
持“谁了解谁评价”的原则，由班主任、任课
教师、同学等最了解情况者作为评价主体。聊
城市也规定，综合素质评定程序包括班级交流
和互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初评、等级认定
等。但在实际评定中，因为综合素质评价成绩
要计入中考成绩，担心老师参与评定得罪家
长，有的学校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根本不参与，
全部由学生互评。

初二学生王小兰（化名）说：“每次进行
综合素质测评前，老师都会把上一学期期末、
近期的两次月考、期中考试的平均成绩发给我
们，前10名的学生，不管其他的表现多不好，
也全部是A。成绩排后面的同学，不管他的体
育有多好，‘运动与健康’的测评也只能是B
或C。”

综合测评最吃亏的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尤
其是排名在二三十名以后的学生，成绩和其他
学校的“尖子生”差不多，但测评要差14至20
多分，这些要用文化分来补，谈何容易？王小

兰说：“我班里有个学习成绩倒数的同学，每
次综合评价都是C，后来转学了，转到普通初
中后在班里成绩是第2名，综合素质评定成绩
就全部变成A了。”

家长们普遍反映，这样做实际上对学习成
绩在前10名的学生也不利，使他们只注重读
书，从而忽略了全面发展，违背了综合素质评
价的初衷。

孩子的成长

需要宽容和等待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
依据，各市要制定具体使用办法，强化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在招生录取中的比重。

许多家长认为，聊城市教育部门把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计入中考成绩，初衷是好的，是为
了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但实施几年来，并没
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弊端逐步显现，建议
进行调整。

据了解，我省很多城市并没有把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计入中考成绩。家长们建议借鉴外地
的做法，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报考高中的
门槛或者高中录取的参考依据，如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全C以上的学生，可以报考高中。在一
时难以取消的情况下，或可降低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分值计入中考成绩，如折合20%再计入总
分。

聊城市政协委员张洪泉认为，国家推行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让学生从一味的死读书、读
死书中走出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顶层设计上没问题。但是，具体到每个地
区、每个学校、每个学生，究竟该如何评定，
必须拿出一个细则来。投票选好人或者选坏
人，都是一种非常无能的表现。投票造成的直
接后果就是拉选票，让孩子从小就学会勾心斗
角、搞圈子主义，违背了设计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的初衷。“教育监管部门、学校、老师、家
长、学生等，应多方面进行切磋，找出一个真
正公正、公开、公平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
式。”

就这一话题，记者分别与济南、潍坊、枣
庄等地部分中学教师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
推行素质教育是大势所趋，关键是在于怎么操
作。一位高中教师的话很有代表性：“其实，
用一年三年这样的时间对孩子评价都不合理，
孩子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需要引导，不
需要指手画脚。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例
子，学习成绩不好而情商很高的学生，未来都
发展得很好。孩子的成长，需要宽容和等
待。”

初衷是好的，实际操作中是否有失公平？

综合评价成绩计入中考总分利弊之辨
◆3月9日，本报刊发稿件《学生请客拉

票，怎么办？》，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连日来，多位家长向记者谈了他们对这

一问题的看法。他们建议：初中生的综合评

价成绩计入中考总分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

际操作中弊端很多，甚至有失公平，盼望教

育主管部门作以调整。

3月12日，由共青团聊城市委主办、聊城移动公司承办的青年志愿者献血活动在聊城移动

公司举行。该公司41名员工挽起袖子奉献了自己的爱心，总献血量近13000毫升。“现在血库

的血液库存量非常少，非常感谢义务献血的志愿者们。”聊城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说。

义务献血

奉献爱心

□高田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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