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月后的高考，一大批优
秀的高中毕业生将踏入理想的
高等学府，踏上另一段求知的
旅途。与此同时，也将有一批
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告别相处数
年的母校，踏上社会，开始人生
新的征程。

近日，记者采访了数位枣
庄学院的准大毕业学生，发现
对于他们毕业之后的道路，有
些学子在大四的时候就选择了
考研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高级
学府的通知书。还有一些男
生，羡慕部队生活非常渴望进
入军营深造。无论是继续考研
深造，还是入伍参军保家卫国，
当代大学生一定会无惧前方的
困难险阻，朝着心中的目标与
梦想，勇往直前。

21 日，记者从山东省教育

厅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下发
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
通知》，山东省教育厅结合我省
实际，就我省高校学生参军入
伍的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

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征集大学生参军
入伍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也是发挥军队优势促进青年学
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为
此，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明确牵
头职能部门，形成武装、学生、
就业、资助等部门职责明晰、分
工协作、密切配合的征兵工作
机制，确保征集大学生参军入
伍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营造大学生征兵工作良好氛

围。各高校要按照《通知》要
求，在 5月集中举办“征兵宣传
月”活动，持续组织开展各种形
式的大学生征兵政策解读、典
型推介等宣传动员活动。在征
兵政策宣传工作中，要以《通
知》和本年度国防部征兵办和
教育部学生司联合编制的《大
学生参军入伍宣传手册》（以下
简称《手册》）为依据，严防误导
学生。

各高校要与兵役部门密切
配合，高标准、严要求、积极稳
妥做好相关工作，要认真落实
《廉洁征兵若干规定》，加强对
征兵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加
强对大学生征兵工作的督查，
对为大学生出具虚假证明材
料、在报名或预征登记体检中
弄虚作假、人为淘汰合格大学

生，或不允许在校生应征入伍
的要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
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刘一单）

大学毕业 去当兵吧！

5月 20日，省教育厅公布
了《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等学
校考试招生（夏季高考）工作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意见》规定今年外语
卷改用全国卷，恢复听力考
试，见义勇为学生可降 5分投
档。艺术类提前批取得两个以
上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可以填报
两个顺序志愿，增加考生的录
取机会。

今年山东夏季高考的最大
变化，莫过于英语考题由原来
的山东卷改为全国卷，由教育
部出题，这也意味着英语听力
考试又恢复了。今年山东夏季
高考依然于 6 月 7 日至 8 日进
行，其中6月7日上午9∶00—11
∶30 考语文，下午 3∶00—5∶00
考数学，6月8日上午9∶00—11
∶30 考综合，下午 3∶00—5∶00
考外语。根据规定，文史类考
生考语文、数学 1（适用于文史

方向）、外语、综合1（包括政治、
历史、地理）；理工类考生考语
文、数学 2 （适用于理工方
向）、外语、综合 2 （包括物
理、化学、生物）。语文、数
学、外语试题满分各为 150
分；综合 1 和综合 2 试题满分
各为 300分；各科累计总成绩
满分为750分。

今年山东高考在录取批次
方面没有变化，依然分为 5批
次进行，分别为：提前批、自
主招生批、本科一批、本科二
批、专科（高职）批。2015年
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并在
普通文史和理工类的本科一
批、本科二批、专科（高职）
批全部实行平行志愿和分批次
征集志愿。今年艺术、体育等
有数科成绩要求的专业不实行
平行志愿。按照规定，艺术类
提前批取得两个以上专业合格
证的考生可以填报两个顺序志

愿，增加考生的录取机会。
与去年不同，今年我省完

善了“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试点招生志愿填报和录取办
法，设定报考资格线和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线上考生由高
校根据投档情况择优录取。

“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
考生按文史类或理工类专科
（高职）批填报志愿，考生投
档成绩达到我省本科二批录取
最低控制线下50分之内，由高
校根据录取原则择优录取并办
理专科录取手续。

《意见》 规定，2015 年 1
月 1日前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
号的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生，在其高考成绩总分的基
础上增加 5分投档，由高校审
查决定是否录取。2015年 1月
1日前受省、市人民政府表彰
或受省综治委表彰的高级中等
教育阶段见义勇为的应届毕业

生，高考成绩总分低于高校调
档分数线 5分之内的，可以向
高校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
否录取。见义勇为考生的认定
以政府颁发的证书为准。另
外，对体育特长生、获省级以
上表彰的先进劳模青年、获得
科技奖项的考生也进行了加分
规定，这些考生在录取时可以
享受增加 5 分或降低 5 分投档
照顾。

（记者 岳娜）

《山东省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夏季高考）工作实施意见》公布

优秀学生仍可加五分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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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媒大学获悉，该校国际传
媒教育学院将首次在山东投放招生计
划。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
育学院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系本科专
业学制四年，学生将进行中国传媒大学
和外国学校双学籍注册。毕业时，学生
完成中外双方联合认定的培养计划，修
满专业规定学分，符合条件者，颁发中
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以及外国大学相应学士学位。根据教育
部文件及相关规定，报考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传媒教育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
考生，皆需参加全国普通高考，招生计
划纳入中国传媒大学统招计划中。

中国传媒大学

今年将在我省招生

（本报综合）

备战大学英语四、六级的大学生们
多了一个在线免费学习的选择。日前，
腾讯精品课与贵学教育联合宣布，启动

“大学英语拯救计划”进校园活动。该活
动将首先开展大学英语四、六级在线免
费备考学习。

2014 年，人人网关于“大学生考了
几次四六级”问卷调查显示，有近八成大
学生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两次或两次以上
的四六级考试，而只考过一次的学生才
占两成。

据了解，“大学英语拯救计划”是将
贵学教育独特的四、六级考试辅导课程

“引进”腾讯精品课，并通过腾讯“校园大
使”推广贵学教育全新的大学英语学习
新理念、新方法，确保广大四、六级考生
高效学习英语，顺利通过四、六级考试。
与此同时，贵学教育还将采取“一元过四
级”、“二元过六级”的直播课形式讲授
四、六级备考技巧，而所收取的学费将作
为奖学金奖励最高分及提分幅度高的学
员。

国内大学生可免费

备考四、六级考试

虚假大学名录（接上期）

毕业去
当兵

考生买版面获加分？

自主招生警惕学术造假
3 月中上旬，90 所自主招生试点高校陆续公布招生简

章，实施已12年的自主招生经历了一场“大手术”。
“高中阶段在省级及以上公开发行的相关刊物上发表作

品、论文”，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等高校针对文科考生开列了这样的自主招生条件。政策变，

“对策”随之而来。调查发现，一些高三学生在备考之余，开
始忙一件让他们着急、头疼的事——想方设法发文章，“凑
够”自主招生条件。

“买版面”是“学术造假”

学生、家长“忙”起来的
时间，一些刊物有了新稿源，
稿源的背后正是这些“特殊”
的作者。

一位从事论文发表工作的
王老师介绍，由于高校这项规
定，最近咨询发论文的家长在
增多。面对家长的要求，他会
推荐两本省级的刊物，收费分
别为每 2500 字符 800 元和 900
元。调查发现，其中一本期刊
是西部某市文联主办的省一级
文学类期刊。除了省级的文学
类期刊备受青睐以外，他还向
家长们推荐某教育类期刊，因
为是国家级，价格更高，每
2000 字符需要 1400 元，他表
示：“家长们并不会在乎这一
点钱。”

“买版面”有获得
加分可能性吗？

山东大学的自主招生简章
显示：报考哲学类、中国语言
文学类等文科类专业的考生，
高中阶段需获得全国新概念作
文大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
文大赛等竞赛二等奖以上奖
励；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作
品。有类似要求的高校不在少
数，而自主招生中，高校针对
文科类专业设置发表文章的

“门槛”是否合理？
在山东大学招生办主任柳

丽华看来，自主招生就是为了
摒弃唯分数论。但是，在制定
报名条件时，增加分数以外的
评判标准着实让他们为难。鉴
于文科的学科背景和特质，在
刊物上发表文章已经是“相对

可量化”的操作标准。
通过“买版面”发论文而

最终获得自主招生加分的可能
性到底有没有？柳丽华认为，
发论文只是进入自主招生初审
环节的条件之一。在初审中，
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
具备基本的筛选和鉴定能力，
他们能够分辨出文章质量的好
坏。即使有考生“侥幸”通过
初审，在复试的面试中，还将
面临现场命题作文等环节的考
验，直接考查考生的实际能
力。此外，今年自主招生改革
中启用的统一招考平台将公示
考生相关信息，接受各界监
督。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出
现任何“非常规”做法，都将
接受调查。

文科人才该怎么选？

自主招生中，文科生又该
怎么招？

柳丽华觉得，高中阶段，
学有余力的学生钻研课外知
识，肯定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
是源于兴趣。这种兴趣“难能
可贵”，将为其在大学期间的
学术研究和探索提供支撑。

事实上，对于文科生的自
主招生选拔，并不仅限于在省
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个单一标
准。山东大学简章中还提到，

“其他对人文学科确有特长的
考生需提交一份个人原创代表
作品 （需要学校出具原创证
明）。”

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发
展，自主招生仍处于一个探索
阶段，它是高考制度改革的一
个过渡和试点，最终的目标是
让高校逐步学会怎么去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