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在这儿上学，(这儿)比老家漂

亮多了。”说着，明明露出一脸的茫然。采

访中， 中原区教体局当即与建设路第三

小学取得了联系，却未见校方人士到场。

“我会尽力解决此问题。 ”赵科长表示。

3日 12时， 明明被中原区教体局人

员叫走，问了一些问题后，赵科长现场承

诺，“明天上午 8 时， 明明可到建设路第

三小学报到。 ”据该局一位知情者透露，

教体局的两位老师询问了明明关于色

彩、图案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小家伙回答

得较慢，但都答对了。 (据《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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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招工启事

全球最大的电子研发制造企业富士康将在鹤壁

建厂，现招聘人员到富士康培训 ４ 个月～６ 个月后

回鹤壁工作，试用期月综合收入 2500 元～2900 元，期

满通过考核后月收入 2800 元～3200 元， 为被聘用者

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欢迎 16 周岁～

45 周岁的有志者到市、县（区）及各乡镇街道劳动保

障部门咨询、报名。

市人社局就业处

联系电话：3331109

新乡一男子

指甲长 1 2 厘米

留了 12 年

据东方今报消息 亲，您见过 12 厘米长

的指甲吗？ 9 月 3日，记者在新乡见到一位长

着 12厘米长指甲的奇人。

今年 53岁的张法录，家住新乡市红旗区

小店镇马村。 12 年前的张法录，指甲只有五

六厘米。 一次外出办事时，他的指甲，把一位

陌生人“雷”住了，转而被别人误认为是假指

甲。当张法录伸手让众人辨认时，大家都觉很

“稀罕”。如此情景发生几次后，张法录也觉得

很有趣，于是就萌发了继续留长甲的念头。

“但真正留起来确实很难，指甲到五六厘

米时就很容易断裂。 ”张法录说，他不仅要忍

受家人和旁人异样的眼光， 还要护理好长长

的指甲。

张法录说，为了保养指甲，他先后采取了

很多方法， 最终找到了一种有效而又省钱的

办法：“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会将指甲在热水

中浸泡约 30 分钟，因为这么长的指甲会有内

卷现象，热水将每个指甲全部泡开、泡透、泡

软后，用小刷子逐个清洁，并且会不定期地在

指甲的里外表面涂抹香油渗透， 这样指甲才

不会那么脆。 ”

张法录测量指甲。

信阳 1 6 岁女孩

屡遭同学扒衣

老师一旁围观拍视频

据信阳网消息 16 岁的女孩， 清秀漂

亮，却对着咨询师一顿猛扇自己耳光，又笑

着问咨询师：“我漂亮吗？ ”8月 30 日，郑州市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接待了这位极

端行为的求助者，而这背后原因竟是放暑假

前，她在学校数次被一群女同学在宿舍扒光

了衣服，而一位在场的老师不仅没有制止，还

拿起手机拍起视频。

清秀女孩猛扇自己脸

“啪啪……”，对着自己的脸猛扇，扇完

还问：“你们咋不劝我呢？ 你们真不善良。 ”8

月 30 日下午， 郑州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

导中心来了一位来自信阳的女孩宁宁 (化

名)，面容清秀，但是打自己的时候，一点儿也

不手软，还面带微笑。

宁宁的父母介绍，宁宁今年 16 岁，该升

高二，在高一时，宁宁早恋，夫妻俩大为恼

火，在家里把宁宁大打了一顿。“打打歇歇，

打了三波，连打了半个多小时。 此后，宁宁在

家说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

“我白不白？我漂亮不？”8月 14 日，宁宁

突然在家打开了话匣子，但是老是问父母这

样的问题，而且一连几天不吃饭，父母带她

去医院，并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随后，宁宁开

始吐露让父母震惊的秘密。

宁宁的父母说，宁宁放暑假前在学校遭

遇了校园暴力，被一群女同学在宿舍扒光了

衣服，当时还有一位老师在场，但是老师没

有制止，而是拿着手机拍起视频，而且这种

事情发生了三四次。 宁宁的父母怒不可遏，

去找学校说理。 8 月 24 日晚上，宁宁开始胡

言乱语，并且不断打自己耳光。

8 月 26 日，宁宁被父母带到郑大一附院

住院治疗。 到碧沙岗散步时，宁宁看到郑州

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的牌子后，自

己主动要求进去求助，却当着该中心工作人

员的面，打了自己六七十个耳光。

该中心特意找来经验丰富的赵悦玲老

师，但是宁宁已经无法正常进行沟通。 对宁

宁来说，心理辅导已经成了辅助作用，必须

通过药物才能帮到她。

核心提示

明年起中考体育分值全省统一

满分均为 5 0 分，计入中招总成绩

男生 1000米、女生 800米长跑是必考项目

只重视学习成绩，不重视体育，将来参加中招考

试会越来越吃亏。从 2013 年起，我省中招体育考试统

一按满分 50 分计入中考总成绩， 其中男生 1000 米、

女生 800 米长跑是必考项目。

增加分值以考带练，用分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锻

炼，或许是当前体制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一个有效

方式。

明年中考体育分值统一为 50分

现在，仍有些学校和家长，重智育轻体育。孩子们每天要

面对繁重的作业，还要穿梭于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别说体育

锻炼，连玩耍的时间也不多。也有个别学校，眼睛只盯着学习

成绩，甚至连体育课都不开。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中小学生的肺活量、耐力等指标

持续逐年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校园里的“小胖墩”、“豆芽

菜”也不少。“有的学生，军训半小时都撑不住，每年的开学典

礼都会晕倒好几个。”郑州某中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有的

孩子身体素质很差。

为了让学校和家长重视，提高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

性，昨天省教育厅出台文件，决定从 2013 年起，我省中招体

育考试统一按满分 50 分计入中招成绩总分， 分值从大多数

地市执行的 30 分一下提高了 20 分。

至于中招体育考试考哪些项目，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选可量化、 易操作、 对增强学生体质效果明显的耐力、力

量、速度素质和运动能力项目，其中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为必考项目。

按要求， 各地要创造条件逐步推广使用智能化测试仪

器，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各地的中招体育考试要在每年的

四五月份进行。

4年前郑州已从 30分提高到 50分

当前，我省各市中招体育考试

分值不等， 从 30 分到 60 分不等，

不过大多数是 30 分。

2008 年， 郑州被教育部列为

全国 7 个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

试改革试点城市之一。为提高学生

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中招体育

成绩满分由 30 分提高至 50 分，这

几年一直按 50 分执行。

2010 年， 洛阳将中招体育考

试成绩从 30 分一下提高到了 60

分，许昌从 30 分提高到 40 分。

体育，在中招考试中占的分量

越来越重，要想上个好高中必须要

早早地着手锻炼身体。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1995 年起，我省中招考试增加

了体育考试，以满分 30 分计入中

招总成绩。“这些年，青少年身体

素质不断下降，2007 年国务院下

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 要求中小学生

每天运动一小时。 ”省教育相关负

责人说，2008 年教育部开始在全

国做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改

革试点。

在外地，有的省市体育在中考

中占的分量更重，多的达到 80 分，

山东威海中考体育分值 70 分，仅

次于语数外。

提高分值“以考带练”是一种有效方式

“孩子所在的学校都不上体育

课，体育改成语数外，这对孩子不

好。 ”学生家长刘先生说。

体育课不计入升学考试的总

分，学校不重视，学生也没有锻炼

的动力，连体育老师也变得低人一

等。

“自从体育按 50 分计入中招

成绩后，学校重视了，我教起来也

觉得有劲儿了。 ”郑州某中学的一

位体育老师说，无论是恢复将体育

成绩计入中招总分，还是提高体育

在中考中所占的分量，目的只有一

个：调动学生运动的积极性。

他认为，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

考试仍是有效的指挥棒，“以考带

练”用分数引导或说“逼迫”学生锻

炼身体，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是种

比较有效的方式。

“体育 50 分，相当于一门化学

或历史的分值，且体育比文化课提

分快，以后肯定会重视起来。”新乡

一初中学生的家长说，以前孩子回

到家都忙着写作业从不锻炼，节假

日有空也就是上上网、 听听歌、打

打游戏， 孩子明年就要参加中考

了，得让他提前多锻炼锻炼。

(《河南商报》供稿)

●

●

●

不知道爸爸大名，孩子智商有问题？

8岁农村娃郑州遭遇入学难，教体局介入问题得到解决

8 岁男孩明明(化名)入小学“面试”，老师出

三道题答对一道，询问爸爸名字回答的是乳名，

与其身份证、户口本不符。 初试未能过关，校方

以基础太差为由，将他拒之门外。9月 3日，明明

跟随父亲到郑州市中原区教体局讨说法时，相

关负责人建议其去医院测定智商； 智商合格原

校接收，智商不过关，送育智学校就读。

【哭诉】 8岁儿难入校读书

3日上午 10 时许， 在郑州市桐柏路中原区

教体局门口，42 岁的魏双恒和 8 岁的儿子满脸

沮丧。 孩子去学校读书，被告知先做智商测定，

这是父子俩第二次到教体局讨说法。

据魏双恒介绍， 他是南阳邓州人， 从 1997

年开始，他就和妻子来到郑州打零工。“我只读

过 4 年书，深知没有知识的害处。 ”魏双恒说，目

前，他在一家公司打杂，妻子做保洁员，两人月

薪合计不足 2000 元。 尝够了没有知识的难处，

夫妻俩咬紧牙关，发誓要供一双儿女好好读书。

“儿子一直在老家，由父母照看着，刚接过

来数月。 ”魏双恒说，考虑到儿子在老家学的东

西不多，就让他多上了一年幼儿园。 办理完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手续， 出生于 2004 年的明

明，被划片到建设路第三小学。 然而，让父子俩

没想到的是，经过一番“面试”，明明落选了。

【纠结】 入学“面试”试题有点雷人

魏双恒说，送孩子入学的时候，老师

对孩子进行了简单的测试。 事发时，他没

有获准在现场。“过了几分钟，学校说孩

子反应不行。 基础太差了， 不能入校就

读。 ”上学被拒，魏双恒缴纳的 48元学杂

费，亦被当场退还。

向儿子询问“面试”内容，明明转述

说，三道题答对了一道，老师问爸爸叫啥

名，他说叫“强”。

“就因为这原因， 拒绝孩子入校读

书，我实在难以理解！ ”魏双恒说，“强”是

他的乳名， 平日里亲友们都这么称呼。

“孩子 10 以内加减法算得顺溜， 怎么能

被拒绝读书呢？ ”

【说法】 教体局称新生入校要面试

在中原区教体局教育科， 赵科长在

出具一份《2012年中原区小学招生工作

意见》后表示，这个孩子出现的情况，解

决办法就是去测定智商。 若符合要求，可

继续到建设路第三小学，若不合格，则去

区育智学校。

赵科长介绍， 适龄小学新生入学的

时候，学校会进行简单的面试，出的题目

较简单，个别儿童出现反应迟缓时，通常

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做智商测定。“俺

带孩子到郑大一附院检查， 医生说啥事

儿没有，没法开证明。 ”魏双恒无奈地说。

【转机】 已返校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