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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主招生“写字题”难倒不少学生
记者调查：九成郑州中学生不用钢笔

□记者 王继兵 袁帅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委书记吴天君主持召
开全市重大项目推进工作例会，听取我市部分
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市领导马懿、乔新国、李公乐、王跃华、张建
慧、刘全心、马健、朱是西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校车项
目用地选址、郑州日产中牟工厂生产能力提升
项目用地、科学大道向西打通工程项目投资主
体确定、郑汴物流通道新建工程资金筹措以及
全市污水处理厂布局规划建设情况等工作汇
报，研究确定了相关事项。

吴天君指出，实施项目带动是落实省委书
记卢展工同志提出的“三具两基一抓手”工作要
求的重要体现，是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
的重要抓手。他强调，一要持续项目带动这一

抓手，明确工作理念、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要
强化一种理念，即“抓基层、打基础、项目带动发
展”的工作理念，抓住项目建设不放松,促进各
项工作上台阶，以项目带动生产要素聚集，以项
目带动政府职能转变，以项目检验工作实际成
效，以项目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可持续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明确一个方向，即围绕“在
全国找坐标、在中部求超越”这一目标，重点谋
划、引进和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谋划、引进和实施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
辐射力、国内外资源整合力的“三力”型项目，促
进城市功能完善和产业转型升级。要突出一个
重点，即围绕功能区产业定位和主导产业谋划
引进集群项目，促进项目链式发展。

二要完善项目例会制度，着力提升项目例
会的效率和效益。吴天君指出，重大项目推进
工作例会是我市谋划研究项目、协调解决问题、
加快项目建设的有效机制，必须持续坚持，不断

完善提升。要强化责任单位和分管市领导的责
任，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要围绕郑州都市
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站在建设全国重要的区
域性中心城市的高度，着眼未来发展，在项目布
局和建设上体现科学性和先进性。要加强对项
目的分类谋划和科学布局，明确建设时序，制定
相关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要强化效
率意识，把上项目例会议题按照研究类、督察类
和请示决策类进行分类处理，确保项目例会的
实效。要本着“因事而宜、因情而宜”的原则，对
情况明了、问题清楚的项目事项采取集中开会、
听取汇报的形式进行研究；对情况不明、确需实
地查看的项目，采取召开现场办公会的形式研
究解决。对研究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人和时限要求。参加例会的人员要熟
悉情况，能够当家做主，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
参加谁负责”。要抓好项目的后续跟踪落实，切
实提高项目例会的效益。

三要抓住项目运作这一关键，提升谋划推
进项目的能力和水平。要站在建设全国重要的
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高度，围绕郑州都市区空间
发展战略规划，按照人口和产业规模，以市直单
位为主体，联合县（市）区做好重大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规划的编制工作，搞好顶层
设计，明确建设时序。要围绕城市功能定位，认
真研究、主动对接中央、省各项扶持政策，积极
谋划和申报城市组团、中心商务功能区、特色商
业区等项目。要以重大在建项目为重点，以重
大项目推进工作例会为总平台，坚持项目首席
服务官、联审联批、效能监察、督察督办等制度，
不断提高项目协调能力。要进一步提高项目推
进效率，按照“权责明确、分级负责、主动高效、
督察讲评”的原则，建立“责任、有序、高效”的工
作推进机制，从重大项目前期审批、开工到跟踪
服务等关键环节入手完善机制，加强协调，提高
效率，努力开创项目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从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十
八谈”映象版》摄制组获悉，15 日 22 时 05 分，
《“十八谈”映象版》第二期“洛阳篇”将通过河
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新闻频道，河南电台新闻
广播并机播出，全省18个省辖市电台、电视台
并机转播。

今晚播出的《“十八谈”映象版·洛阳篇》
中，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洛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柳身将走进演播室，与著名节
目主持人张绍刚就古都洛阳如何务实重做、如
何实现洛阳老工业基地振兴转型等问题进行
探讨。

河南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大象网、河南广
播网、新浪河南等同步转播河南卫视《“十八
谈”映象版·洛阳篇》节目，大象网、河南广播
网、新浪河南还将在显著位置完整保留节目音

视频，便于网友点播收听收看。各省辖市广播
电台、电视台新闻综合频率、频道也将同步完
整转播河南电视台卫星频道的《“十八谈”映象
版·洛阳篇》。

据悉，《“十八谈”映象版》自 2月 6日推出
首期“郑州篇”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
响，受到了广泛赞誉。

记者 裴蕾

河南电视台《“十八谈”映象版·洛阳篇》今晚播出

上周六，在华东师范大学自主招生语文科笔试结束后，郑
州二中北校区的考生一出考场，便对测试中的一道“写字题”议
论纷纷，原本简单的抄写，却因“书法”要求难倒了不少学生。

为何学生“写一手好字”会成为被关注的问题？昨日，记
者走访了市内部分中学，发现约九成学生不再使用钢笔写字，
而据书法家称，眼下大多学生所用的中性笔，很难让其自身练
出一手好字。 郑州晚报 董艳竹

大学自主招生，“写字题”难倒学生
2月11日，“华约”、“北约”和华东师大3场自主招生笔试

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考，而华东师大语文科测试一结束，在郑
州二中北校区的考点，许多考生一走出考场便对试题议论纷
纷，其中一道“写字题”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在华东师大自主招生的语文科试卷上，一共有写字题、思
维题、文字应用题和作文四块，“写字题”的要求是“请分别用
正楷和你认为优美的字体书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简单的10个字抄写，却出乎了许多学生的意料。

“只要字写得好，抄一遍就能得分，要知道这道题这么简
单，平时真该好好练练书法。”一名考生说，平时只是一味地
做题，练字想都没想过，这次没想到竟成了高考考题。一位
监考老师告诉记者，以前在考题中极少见到有这样的抄写
题，“在辅导学生时，一般只会要求学生在考试时把字体写工
整，这样有助于得分，这次‘书法’被当做考题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

采访中，许多考生都表示，平时学习中大都使用一些中
性笔，也很少上书法课，有助于“练字”的钢笔在学校中也很
少有学生使用。“其实，从小学就应该让孩子学习钢笔字了，
这样才会有书法功底。”一位教语文的老师说。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区一些小学门口
的文具店里看到，货架上的中性笔琳琅满
目，摆在一旁的钢笔却少得可怜，笔上价
格标签已发黑，看得出摆放时间已很长，
不时到店内买笔的学生对其少有问津。

中午一放学，记者就此随机询问了部
分小学生，其中近 30 名小学生中多数表
示，三年级学生几乎都用钢笔，但是三年
级以后，用钢笔的就会大为减少。“虽然都
有书法课，但是书法课是学校的数学老师
教的，有时候书法课就成了作业课。”一名
小学生说，更多时候，老师都是让他们自
己买字帖练习，全凭自觉。

“不是每位老师都让我们用钢笔写作
业，只要作业写完了就行，字体都不管
了。”在几所中学，许多中学生告诉记者，
现在班里用钢笔的学生非常少，大多数用
的都是中性笔。“班里51名学生，用钢笔的
特别少，应该只有七八名同学吧。”一名高
中生告诉记者。

有的学生则表示，钢笔用起来太过麻
烦，稍有不慎就会将墨水弄衣服上，还得
经常吸水，质量不好的有时候还会堵。“现
在考试卷子上，基本上要求 0.5 毫米的黑
色签字笔，用钢笔写不是粗就是细。”

专家：“写一手好字”要从娃娃抓起
中国硬笔书法高级培训师张伟杰说，练字要从娃娃抓起，只有基础打好了，才可能会“写一手好字”。同时，他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给

孩子选择价格贵的钢笔，其实只要粗细适中，不易漏水就可以。“小学生手小，钢笔粗细适中，最好选择包笔尖的钢笔，小学生用铅笔时摁
的劲大，包笔尖的钢笔不易分叉。”

采访中，一些教师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等各方面都应倡导学生多使用钢笔，少使用中性笔，因为这不但能将我国的书法更好地
传承，还有助于“低碳环保”。

调查：小学三年级后，多数学生不用钢笔

发小开家庭作坊
傍上我市“名牌”汤圆

邢某、苌某，两人同龄，32岁，家住新
乡市封丘县。

两人从小就一起上学，关系甚好。大
学毕业后，邢某在郑州一大型商业集团采
购部门任职，苌某则投身当地食品行业。

2011年 9月，邢某回封丘见到苌某，
两人促膝长谈如何发财挣钱。

“那就造假食品吧！”两人一拍即合，
密谋起来，最后决定假冒郑州某知名食
品企业的牌子，造假冒的汤圆。

随后，邢某提供老家的小院作为“厂
房”，两人又共同出资数万元买来制冷
机、压缩机、打码机等设备，请人印制出
假冒的名牌食品包装箱和包装袋。

邢、苌两人在外面积极联系客户，邢
某的父亲担任起了“生产厂长”，每天能
造出五六十箱的“名牌”汤圆，截至发案
共造了1000多箱。

2012年1月10日，接到群众举报后，省
质检局执法人员查封了邢某的造假窝点。
1月12日，民警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将
邢某父子刑事拘留，苌某闻讯后潜逃。

2月14日，难忍离家之苦的苌某回到
家里不久，即被布控的民警抓获。

记者 张玉东 线索提供 刘国保

本报讯 提起“萝卜哥”大家并不陌
生，昨日，他注册登记的“河南萝卜哥农
业种植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

昨日上午，惠济工商分局局长李建
介绍，以前在惠济区还没有以网络名人
作为企业名称字号的情况。此次韩红刚
以“萝卜哥”作为企业的字号，主要考虑
到这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而
且之前韩红刚在上海参加农博会推介河
南农产品有很大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知
名度，这个企业名称有利于企业发展，经
过各级工商局的深入调研，最终积极促
成了韩红刚公司的注册成立。

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蒋宏亮

“萝卜哥”正式成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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