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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了解各院校招生计划、 高校联系方

式？ 多种渠道可解决您遇到的报考问题。

考生可到市招办或两县招办，咨询招生考

试全程遇到的问题。 考生也可登录河南省教育

厅网站、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河南招生考

试信息网了解以下信息：

⑴

往年院校报考和录

取情况统计信息；

⑵

院校招生计划信息；

⑶

在

志愿填报期间， 分数线和分数段统计信息；

⑷

在录取期间，院校生源情况和投档录取情况统

计信息、各批征集志愿有关信息；

⑸

6 月 29 日，

各军队院校（包括国防生）、公安院校、司法院

校公安类专业面试、体检分数线等信息。 考生

还可阅读省招办杂志《招生考试之友》，从中获

取各批各院校分科类招生计划和分专业计划

数、各院校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网址等）、招

生政策及填报志愿指导。

考生可从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了

解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时间。 6

月 25 日

～

6 月 29 日， 考生参加我省的网上咨

询活动时，也可拨打咨询电话 13733880505，服

务时间与网上咨询时间相同，仅收取正常通信

费用，无额外收费。 如想面对面咨询省内外院

校详细招生情况，我市家长和考生可在 6 月 25

日和 26 日参加我省的普通高招现场咨询会，在

我省纳入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录取的院校，在

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市文化路 95 号）参加咨询；

在我省纳入本科三批和专科批录取的院校，在

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郑州市南三环与花寨路

交叉口南 500 米）参加咨询。 需要注意的是，参

加咨询的考生须携带准考证。

一个爱笑，一个安静，姐弟俩大不一样

6 月 8 日下午 17 时 20 分许， 随着考生潮水般涌

出鹤壁市外国语中学考点，一个笑靥如花的女孩与一

个斯文帅气的男孩一起走出了考场大门。 女孩名叫王

红蕾，男孩名叫王志乾，如果是不熟悉的人，一般很难

看出他们是龙凤胎姐弟俩。

姐姐王红蕾特别爱笑，看起来很活泼，戴着眼镜

的弟弟则显得很稳重。 他们俩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上

高中，但不约而同地报考了文科。

“他比我爱看书，社会、文史类的都爱看，他还爱

钻研问题，看起来比我更成熟一点。 ”姐姐王红蕾笑着

说。 弟弟王志乾对此很认同，他告诉记者，姐姐比较活

泼开朗，他则相对安静一点。“不过虽然她是个女孩，

但好像还没有我细心！ ”弟弟笑着对记者揭了个姐姐

的“短”，姐姐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

姐弟俩的父亲王先生告诉记者，虽说他们俩是龙

凤胎，但由于性别差异、学习环境等不同，两人的差别

还是挺大的。“希望都能考出个好成绩，到时就是双喜

临门！ ”说话间，王先生的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一个学文，一个学理，这对姊妹花也不同

猛一看，一样的身材个头，一样的刘海小辫，一样

的镶边眼镜，一样的休闲打扮；可再仔细一瞧，一个脸

庞略瘦，一个更显活泼 ，衣服款式一样 ，颜色却不相

同。 这是对孪生姊妹花，姐姐叫曹婕，妹妹叫曹妤，两

个人刚从不同的考点出来。

姐妹俩都在鹤壁高中读高三， 一个在 8 班念文

科，一个在 3 班念理科。

闲聊间，记者发现，姐妹俩的差别还真不小。 读文

科的姐姐曹婕比较“感性”，而读理科的妹妹曹妤则比

较“理性”；姐姐曹婕说话间常常哈哈大笑，字也写得

很随意、洒脱，而妹妹曹妤相对内敛一些，字写得更为

秀气和工整，“像是比着字帖描下来的”； 姐姐曹婕喜

欢绿色、蓝色，连鞋子都是这个色调，妹妹曹妤则喜欢

红色，帆布鞋上系着亮眼的玫红色鞋带；姐姐曹婕喜

欢吃面条，妹妹曹妤则更爱吃大米；姐姐更希望去景

色迷人的江南水乡念大学， 而妹妹则一心想去湖南，

只因为“特别喜欢吃辣”……

姐妹俩虽然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也会偶尔因为审

美观的不同“相互抨击”，但她们又不得不承认，更多

时候，对方就像自己的影子。 比如两人都喜欢吃橙子、

柚子，都喜欢打乒乓球，经常被同学认错，都喜欢休闲

款式的衣服，连考试时也经常考一样或差别不大的分

数，甚至当记者问到“高考完最大的心愿”时，两人竟

异口同声地说“好好玩几天”……

这次同时参加高考，姐妹俩相互鼓励、相互作伴，

又一次让她们感叹———有这样的姐妹“感觉真的很不

错”！

高考后，考生该干点啥？

■

考生志愿以网上最后一次保存信息为准

■

仨网站记得常浏览

□

晨报记者 王帅

昨日， 高考结

束。 6 月 9 日，我市

考生的所有答卷将

送往省招办安排的

地点，同时，考生将

会拿到一份高考试

题标准答案和一份

《河南省高校招生专

业计划》， 高考评卷

也正式开始。而网上

志愿填报系统将于

6 月 10 日起开通，6

月 25 日， 今年高考

成绩将正式公布。

从考后到正式

填报志愿这一阶段，

考生应该做哪些准

备？ 如何填报志愿？

考生怎样才能更多

地了解相关招生信

息？ 昨日，记者从市

招办了解到，考生填

报志愿时间截止前，

可进行不超过两次

的修改；多种渠道可

获悉高校招生最新

消息。

填报志愿截止前可进行不超过两次的修改

今年我省所有考生仍是知分后再报志愿，

包括提前录取批次的考生。

根据时间安排，6 月 10 日 ~17 日： 考生可

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熟悉网上填报志

愿的界面和流程， 了解招生政策及有关信息，

进行网上模拟填报志愿操作。

今年志愿填报共分三次，第一次填报：6 月

20 日 8 时 ~28 日 18 时， 填报提前批本专科和

专升本志愿，书面签字确认时间（专升本不签）

为 6 月 30 日 ~7 月 2 日； 第二次填报：6 月 30

日 8 时 ~7 月 4 日 18 时，填报本科一批、本科二

批和对口生志愿，书面签字确认时间（对口生

不签）为 7 月 6 日 ~7 日；第三次填报：7 月 6 日

8 时 ~10 日 18 时，填报本科三批、高职高专一

批和高职高专二批志愿，书面签字确认时间为

7 月 12 日 ~13 日。

今年考生仍为网上填报志愿，需要提醒考

生的是， 必须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志愿填报，

填报时间截止前可以进行不超过两次的修改，

考生志愿以网上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为准，

填报截止后将无法更改 。 网上填报志愿时，

考生应先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www.

heao.gov.cn）， 然后点击首页网上服务大厅中

的“网上志愿填报”， 在登录界面输入考生号

和报名时使用的密码登录填报系统并填报志

愿。

市招办提醒考生，为安全起见 ，考生要妥

善保管好自己的密码，不要让他人代替填报志

愿，更不要将密码透露给他人。 考生忘记密码

后，若留有手机号，可通过输入发到手机上的

验证码重置密码；没有留手机号码者，可按密

码提示问题找回密码； 如密码提问问题也忘

记，普通类考生本人可持准考证和身份证到报

名所在地的市县招办重置。

院校招生信息发布渠道多

6 月 7 日早上 8 时 35 分左右，正当考生们陆续进

入考场的时候， 一位冯姓考生坐在电动车后座上，被

家长送到考场门口， 但是因为家长没有办法进入考

场，和他在一个考场的同学把他背进了考场。 考试结

束后，他又被同学背出了考场。

考试结束后，记者采访了那位考生的母亲，她告

诉记者，她家在鹤山区，为了儿子高考，专门在山城区

租了房子照顾儿子。 临近高考时，虽然她对儿子的学

习和生活照顾得非常谨慎，但还是出现了小意外。“6

月 5 日，儿子不小心被碎玻璃扎伤了脚，直到考试时，

他的脚还是没办法着地。 于是，开考时，就由他的姐姐

把他送到了考场门口， 再由一个同学将他背进了考

场。 真是非常感谢儿子的同学。 ”冯姓考生的妈妈说。

高考期间， 我市各考点附近的路段都

实行了交通管制。 可就在如此严格的监管

下，竟然还有人乱闯警戒线，而且犯事儿的

还是个酒司机。

6 月 7 日 15 时 40 分左右， 一辆奇瑞

牌轿车自东向西行驶至新区泰山路与卫河

路交叉口附近的高考管制路段。 正在附近

巡逻的金山交管巡防大队执勤民警立即拦

停，告知其该路段现为管制路段，要求该男

子选择绕行路线。该男子不但不听，反而强

行开车闯岗通过。 为防止出现意外事件影

响高考， 执勤民警将该男子在卫河路与衡

山路交叉口截停。

当执勤民警示意其出示驾驶证和行驶

证时，该男子拒不配合检查，还对民警进行

辱骂。 执勤民警及时将事态控制住并向大

队领导汇报， 在金山派出所执勤的民警接

报后迅速赶至现场， 将该男子带回所内审

查。

原来，该男子中午吃饭时喝了些酒，原

以为能侥幸躲过民警检查， 没想到行驶至

交通管制路口发生上述情况。 经对该男子

进行酒精呼气检测，该男子属于酒后驾驶。

目前，该男子已被行政拘留。

心提示

核

考场走来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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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李可

司机酒后硬闯高考管制路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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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秦颖 通讯员 许金艳

被同学背进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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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张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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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

6 月 8 日下午，我市考生完成所有高考科目，步出鹤壁市外国语中学考点。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