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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原 赵国陆

6月8日，在紧张的夏季高考间隙，山
东所有考生有了一个上午的休整时间，全
天只有下午英语一科考试。这是2020年起
山东实施“3+3”新高考后出现的一个变
化，高考集中考试阶段包含了1 . 5天全国
统考和2天选考科目的等级考试。

新高考带来的主要变化，是高中学习
内容的调整。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三门
必考科目外，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特长，从其他六门选修课中任选三门，
也就是俗称的“3+3”模式。

今年参加高考的徐尚晖是省实验中学
学生，他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学科特长，
选择了物理、地理、生物三门课程，根据
今年高考日程安排，需要考四天。而在以
前的文、理分科时代，他只有两种选择：要
么选文科考政治、历史、地理，要么选理科
考物理、化学、生物，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改革后，六门课程学生们自由选择搭
配，共有20种组合，不再是“非文即理”
的“二选一”。“我们学校连续三届学生
都是应选尽选。”省实验中学教导处副主
任张志永说，经过高中一年级一年的学习
和摸底，学生和家人基本上能够根据学生
职业规划、兴趣爱好、学科成绩等因素作
出判断，高二开始正式选科。

张志永说，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选
科，对于学校排课来说是一种新挑战，引
入第三方公司，通过大数据排课才能满足
各种复杂需求。而像济南外国语学校还有

英语小班化教学等因素，每年暑假一个团
队专门花费1个月时间来排课。有的组合
比较少，只有几个人。这种情况就让学生
“走班”，和大学类似，按科目到不同的
教室上课。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张志刚说，新
高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让学生可以在
高中阶段进行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
在选择考试科目时，就将其与今后大学专
业选择、未来的职业方向挂钩。

“新高考模式下，学生选择面更宽
了。可能部分学生有畏难情绪，比如刻意
避开偏难的物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济南一中高三年级主任王正表示，物理是
“通吃”学科，从2020年经验来看，高校
九成以上专业录取时，要求考生高考选考

物理；特别是“双一流”高校比较“挑
剔”，大多数专业限定考生必须选考物
理、化学。因此，如果选择了物理，东边
不亮西边亮，只要总分说得过去，基本上
就能被录取。相反，如果避选物理，也意
味着与大量优秀的高校专业录取无缘。

张志永说，省实验中学中心校区近年
90%以上的学生都选物理。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高考时可选专业多、录取机率
大。另外，选科的分数经过换算以位次分
计入高考成绩，“如果说难，所有考生都
难，只要位次靠前就可以”。

济南外国语学校高中部教导处主任丁
森建议，在“3+3”新高考模式下，学生
父母首先应该尊重孩子的爱好，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同时，参考以后的职业发展规

划，比如从医通常要选化学、生物，有志
于社会人才学科就要考虑选历史、政治。
此外，考虑学科成绩优势，扬长避短，如
有的学生历史就是学得好，作为加分项能
够有效提高总成绩。

2020年9月，山东公布了新高考录取
情况，夏季高考本科录取率首次超过
50%，达到50 . 18%，整体录取率也实现增
长，普通类第一次填报志愿本科计划完成
率达到99 . 99%。山东新高考圆满落地。

目前参与新高考改革的14省市高考报
名人数已占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四成多，新
高考开始规模化推进。今年部分省市首次
采用“3+1+2”模式，即物理、历史设置
为首选科目，必选其一且不能兼报，强调
了物理、历史的基础性学科地位。

新高考模式下，学生选择面更宽了

□记者 王原 实习生 陈洵 报道
本报济南6月8日讯 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2021年，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哈尔滨工业
大学（威海）、青岛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11所
高校在我省开展本科综合评价招生试点，
其中华南理工大学为今年新增的高校。

据介绍，参加本科综合评价招生的考
生，首先需要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根据高校的报名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报
名后，学校根据考生综合素质档案及考生

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完成初审，确定进入
高校测试的考生名单；高校组织测试，高
校测试安排在夏季高考后进行。高校测试
完成后，高校确定最终入围考生名单。入
围考生在我省普通类提前批填报综合评价
招生高校志愿，高校依据综合成绩进行录
取。

本科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的考生综合成
绩，由夏季高考总成绩（含语文、数学、
外语科目考试成绩，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
试成绩和高考加分）和高校考核成绩（含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组成，其中夏季
高考总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考生

在网上报名时，可报名多个高校的本科综
合评价招生，但不同学校的高校测试时间
可能存在冲突，且即使获得多个高校的入
围资格，进行志愿填报时也只能选择其中
一所填报。

录取时，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根据试点
高校入围考生名单、考生志愿及该校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分试点高校一次性全部
投档，由试点高校根据相关招生计划及考
生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预录
取名单，并按规定程序办理录取手续。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按高考成绩由试点高校自
行确定，但不得低于我省普通类一段线。

11所高校在鲁试点本科综合评价招生
今年新增华南理工大学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高考考点，
1200余名考生在此考试。6月7日、8日下
午，记者到山师附中所在的山师北街蹲
点，见到了许许多多在考场外忙碌的人。

给焦虑的考生一个积极的

心理暗示

6月7日下午1点40分，安检人员就
位，山师附中心理教师卢敏也已端坐在学
校门口内侧北边的心理咨询处，等待即将
进入考点的孩子们。这是她担任学校心理
教师的第17个年头，往年高考她大都在监
考，专门提供心理咨询还是头一回。

“设置心理咨询处，是担心一些孩子
会有突发性的情绪波动需要安抚，或者紧
急处理考场上因心理紧张等导致的特殊情
况。”卢敏说，心理咨询处设置在大门口
最显眼的位置，就是为了让考生看到，可以
安安心心去考试。也确有孩子来咨询。

上午语文考试前，就有一个男生找到
了卢敏，说他头天晚上太紧张没睡好，害怕
影响发挥。“我建议他快速地让自己振奋起
来，可以做健脑操或者慢跑等动作，迅速激
活大脑。并且告诉他，没睡好是很正常的，
有研究表明睡眠状况并不会影响考试的发
挥，其实大脑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它只是
有点疲劳。”卢敏说。

考试结束后，这个考生又来到了心理
咨询处。他告诉卢敏，感觉自己状态挺
好，语文考试很顺利，精神很集中。卢敏
告诉记者，有的考生因为高考而感到焦
虑，这时候给他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对
于舒缓情绪特别有帮助。

志愿者点的冷面成了“热

汤面”

6月7日下午1点50分，炎炎烈日下，
山师北街形成了一股人潮。家长们被劝阻
在校门口南北各50米的止步线外，考生们
经测温、核验证件、安检有序进入考点。

“同学，需要纸巾吗？加油！”
“同学，拿瓶水吧！”
“同学，没戴口罩吗？换个新的吗？”
考生步行道上，身穿红马甲的历下青

年志愿者热心向考生发放着各类物品。考
生进入考场后，止步线内安静下来，志愿
者们又带上物品走向守候的家长。

“高考期间山师北街实施弹性交通管
制，不允许机动车通行，我早上6点多一
点就拉着物品往这赶了。”济南团市委志
工部志愿者孔群华说。

来自漱玉平民大药房的志愿者马全
省，是第7次参加高考志愿者服务。“天
太热，又一直站着，说实话确实挺累，中
午吃饭的时间很短，我们也没能休息。点
的外卖朝鲜冷面吃的时候都变成‘热汤面’
了，可乐打开冒热气。”马全省笑着调侃。

当年的考生为“保电”重

回故地

6月8日下午3点，英语考试开始。国网
济南供电公司历下供电中心配电运检班的
凌志翔考前半小时到岗，和同事杨继善一
起不间断巡线。和平路、山师东路、文化东
路、历山路框起的区域是他们这次户外保
电的主要范围，不算小巷小院，仅主路巡一
圈就要接近一个小时。回到和平路北侧的
应急抢修车停放处，身穿全棉长袖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的他们已是大汗淋漓，凌志翔
拿一次性纸杯倒了一杯绿豆汤一饮而尽。

“高考这几天气温高，很多家庭开了空
调，用电负荷比较大，保电的压力也就更

大。”凌志翔说，考试前几天他们就对此次
高考保电的线路进行了特巡，并出动了无
人机进行架空线路“体检”。他指了指一旁
的和平路57号院说：“这个院刚刚清理了树
冠。有的树树冠太大，离线路距离太近，刮
大风就可能发生事故，必须及时清理。”

凌志翔说，2010年的夏天，他在山师附
中考点参加高考，11年后回到这里为高考

“保电”，他觉得很荣幸也很感慨，“那时
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为高考忙碌
着，有这么多人默默地为高考保驾护航。
前两天我看到有个图片，某地停电了，一
个学生蹲在银行门口，借着灯光看书。我忽
然觉得，高考保电的使命还是很光荣的。”

“到时候我希望我能为儿

子‘站岗’”

6月8日下午4点40分，英语考试结
束。十分钟后，和平路与山师北街交口附
近的车流密集起来。交警、辅警、泉城义
警密切配合，指挥、疏导、劝离。

“不少家长就在车上等着，有的一等
就是半天。”济南交警历下一中队教导员
张举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和平路允许送
考车辆临时停车，但是只允许停单排，发
现停双排的情况必须劝其立即驶离，不然
就容易出现道路拥堵。

“除了疏导交通，交通管制期间我们
要管控机动车，还安排了大功率摩托车随
时帮考生、家长解决问题。”张举说。

而6月7日下午的这个时间，记者遇到
的是上完通宵夜班，赶来执勤一整天的泉
城义警冯凯。“我的孩子13岁了，今年上
初中，很快也会面临中考高考，到那时候
我希望我能为儿子‘站岗’。”他说。

下午5点20分，太阳西斜，空气依然灼
热。人潮已经散去，早上5点就到岗的环卫
工人崔师傅，快节奏地清理着地面。“昨天
两个人干到傍晚5点半，今天半天考试，就
我一个人，还要干一会儿。”他个子很高，步
子很大，走得很快。从南到北，从北又到南，
这个下午记者不知道看他走了多少遍，只
是看到他背上的汗已经干成白色粉末。

为考场忙碌的人

□记 者 张依盟
实习生 孙 寒 报道

本报济南6月8日讯 为深入推进
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团圆”行动，今
天，公安部部署山东、四川、江苏、
河南四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团圆”
行动认亲活动，帮助11组失散家庭实
现团圆。活动主会场设在济南市。现
场，3位被拐失踪人员与失散长达数
十年的亲人终获团圆、相拥而泣，其
中，来自枣庄的90岁老人罗某坤和儿
子罗某军失散已长达58年。

据了解，当前拐卖儿童犯罪得到
有效遏制，现行案件多为儿童走失或
离家出走类案事件，备受关注的盗抢
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降至20起左
右，且基本实现快侦快破。但是，仍
有一些多年以前的失踪被拐儿童尚未
找回，孩子和父母仍在承受骨肉分
离、家庭破碎的痛苦和煎熬。公安部
于今年初部署开展“团圆”行动，截
至目前，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1737
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91起，抓获拐
卖犯罪嫌疑人236名，各地累计组织
认亲近500场，取得阶段性成效。

山东公安机关扎实推进“团圆”
行动，持续提升打击拐卖犯罪能力，
把“拐卖”案件作为首项必破案件来
侦办，把侦破拐卖积案、缉捕犯罪嫌
疑人、查找失踪被拐人员作为“团
圆”行动三大重点。“拐卖案件未
破，绝不放弃侦查；被拐人员未找
到，绝不停止查找；对失踪、涉拐报
案求助，绝不行动迟缓。”省公安厅
副厅长申延军说。截至6月7日，山东
共找回失踪被拐人员112名，其中时
间跨度最长的58年；抓获拐卖犯罪嫌
疑人19名；帮助53个家庭团聚。同
时，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和方法，依托
反拐联席机制，积极发动社会组织、
民间机构、爱心民众参与“团圆”行
动。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设立185个免费采血点，方便就近
免费采血。

据介绍，下一步，公安机关将按照有关部署要求，全力
以赴破积案、追嫌犯、查找失踪被拐儿童，持续组织开展认
亲活动，不断推进“团圆”行动向纵深发展。同时，希望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一如既往地支持参与“团圆”行动，及时
向公安机关提供失踪被拐儿童有关线索，希望尚未采血的失
踪被拐人员及其父母及时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努力让更多
失散家庭早日团圆。公安机关正告涉嫌拐卖、收买儿童的违
法犯罪在逃人员，认清形势悬崖勒马，主动投案自首，争取
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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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青云社区、胡家沟村及周边地
区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
济社会秩序。该案共查处涉腐涉伞和工作失职失
责问题180多人。

……
扫黑除恶重在“打伞”，“打伞”方能治

本。三年来，我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
处黑恶势力“关系网”和“保护伞”。对“有黑
无伞”“案大伞小”的问题，采取交叉互查、提
级再查、异地办案等措施，全面回溯核查。紧盯
黑恶势力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逃脱抓
捕惩罚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背后隐藏的“保护
伞”“关系网”。全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4830起8689人，党纪政务处分

6442人，党风政风明显好转，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加速形成。

切断补给断“后援”，“打财断血”铸正
义。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还始终把铲除黑恶势力
经济基础作为重要工作来抓，防止黑恶势力死灰
复燃。加强跨部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和
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建设，集中解决涉黑涉恶案件
财产扣押难、保管难、移交难等问题；积极构建
以证据为核心的涉案财产认定、处置体系，确保
依法、公正、高效处置黑恶势力涉案财产。

行业治理，除乱象强监管

烟台市福山区大樱桃闻名全国，然而当地群

众却一度谈“樱桃”色变。原来，自2014年起，
以王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欺行霸市、强
买强卖、敲诈勒索等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垄
断等违法犯罪行为，非法控制了福山樱桃批发市
场。省扫黑办将该案确定为重点挂牌督办案件，
采取异地办理、异地管辖等方式，将32名犯罪嫌
疑人一网打尽，首犯王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
十五年。案件成功侦办后，福山樱桃批发市场良
性竞争、车水马龙，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

行业治理除乱象，强化监管堵漏洞。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将群众反映
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十大重点行业领域作为
“重头戏”，以“行业清源”为目标，开展涉黑
涉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在社会治安领域，开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
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追回被拖欠工资近亿
元；在金融放贷领域，侦办了潍坊曹延东、济
南侯晓等“套路贷”案，重塑了良好金融秩
序；在市场流通领域，打掉了一批垄断区域市
场的“肉霸”“菜霸”，保护了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在教育卫生领域，开展整治校
园贷、校园欺凌暴力及“卫监亮剑”“蓝盾行
动”等专项行动，处理违法违规行为6000余
起；在资源环保领域，侦办了盘踞东营市油
区、偷盗石油的“油霸”白平案，保障了国家
自然资源的正常开采使用……不仅如此，我省
还针对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健
全落实市场准入、规范管理、重点监控等机

制，达到了“办理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
健全一批制度”的效果。

三年专项斗争，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还把
打击整治农村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作为工作重
点，开展了一系列“净土”“清壤”行动，依
法打击“村霸”，彻底扫除了笼罩在农村地区
的黑恶阴霾。同时，对现有村“两委”成员开
展拉网式排查，坚决将受过刑事处罚、存在
“村霸”和涉黑涉恶问题的村干部清除出去，
夯实了基层组织基础。“盘踞在我们村多年的
‘村霸’被打掉了，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受益
者。”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网上展览馆中，
一位观众这样留言。

6月8日，我省迎来高温天气，在济南市历城二中考点，下午外语考试结束后，考生排队登乘高考专用车。今年高考期间，许许多学
校使用专用大巴集中接送考生，为考生提供便利。（□记者 卢鹏 报道）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报道
6月8日，在济南主会场，90岁高龄的罗某坤（中）紧搂

着被拐58年的儿子罗某军哭泣。

□记 者 王亚楠 薄克国
通讯员 李振青 王 晶 报道

本报青岛6月8日讯 今天上午，山东省2021年世界海洋
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在青岛西海岸举行。自然资源
部第三海洋所、广东省湛江市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联合举行“广东湛江红树林造
林项目”碳减排量转让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中国首个蓝碳
碳汇项目交易正式完成。

“广东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是我国首个符合核证碳标
准和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标准的红树林碳汇项目。该项目将
保护区范围内2015年－2019年期间种植的380公顷红树林按
照核证碳标准和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标准进行开发，预计在
2015年－2055年间产生16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北京市企业
家环保基金会购买了该项目签发的首笔5880吨二氧化碳减排
量，用于中和机构开展各项环保活动的碳排放。

据了解，该项目是国内首个通过蓝碳碳汇项目实现机构
碳中和的项目，交易所得将全部用于维持项目区的生态修复
效果，同时也使周边社区受益。

6月8日是第十三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四个“全国海
洋宣传日”，围绕“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主题，山东省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海洋
日”主题活动和系列宣传活动，大力普及海洋意识教育，营
造全社会知海、爱海、护海的良好氛围。

活动现场，省海洋局赠送给青岛、重庆和新疆的小学
《我们的海洋》系列书籍共1万余册，还举办了省级海洋意
识教育示范基地授牌、山东省海洋形象大使聘任、海藻世界
开园等活动。

山东举办世界海洋日主题活动

中国首个

蓝碳碳汇项目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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