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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高高考考生生须须考考前前3355分分钟钟入入考考场场
今天起开始打印高考准考证，6月6日下午4：30后考生熟悉考点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5月31日，记者从市教
育招考中心获悉，高考考生从6
月1日至8日(每天9:00至17:00)
期间可上网打印准考证，6月6
日下午4：30后，考生持准考证
到所在考点熟悉情况，但不得
进入考场。

据悉，2016年夏季高考将
于6月7日至8日进行。烟台市共
有36557人报名，实际参考人数
为34741人，共设13个考区、27
个考点、1190个考场。

考生本人凭密码在6月1日
至8日(每天9:00至17:00)期间，

登录网站 (网址为：h t t p : / /
wsbm.sdzk.cn)并使用A4幅面
白色复印纸竖向打印《准考
证》。《准考证》正反两面不得
图画、修改。建议考生多打印
几份备用。考生如身份证丢
失，要及时到公安部门补办
或 开 具 带 有 照 片 的 户 籍 证
明。考生可于6月6日下午4：
3 0后，持准考证到所在考点
熟悉情况，但不得进入考场。
考生要在每科考前35分钟进
入考场，对号入座。外语科目
开考前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
准进入考场，其他考试科目

开考后迟到15分钟不准进入
考点。所有考生必须在考试
全部结束后方可离开考点。

考生入场须自我清身，
不穿带金属饰品的服装，入
场时自觉接受监考教师使用
金属探测器检测。所有考场
统一配备钟表，严禁携带手
表和其他具有摄录像功能的
物品进入。建议不要带包，使
用简易文具透明袋装考试用
品。

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
具入场。凡携带手机等通讯
工具入场考试的，无论是否

使用，均按作弊处理。开考前
要在答题卡的“按手印处”按
右手食指指印。要在答题卡
上与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书写答案，写在草稿纸上或
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
案一律无效。不准用规定以
外的笔和纸答题，不准在答
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答
题卡要保持整齐、干净，不要
折叠或损毁。

开考铃声响前不要抢答，
考试结束后不要拖答，否则按
违纪处理。考试结束铃响后,要
按页码顺序整理好试卷,静坐

等候,待监考老师收完卷、检查
无误并签字确认后，再依次出
场。不能带走和毁坏任何一张
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否则各
科考试成绩无效。

今年所有考场全部安排在
标准化考点内进行。每一考场
均配备电子监控系统、手机信
号屏蔽仪、金属探测器、二代身
份证识别仪和监考大师等考试
设备，并全程使用。省、市、县及
各考点实行全程网上实时监
控。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出动
无线信号监测车，对考点周边
环境进行巡回检查。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赵
金阳 通讯员 曲寓直 蔺学
高 刘桂强) 6月1日12时起，
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
域，除钓具作业外的其他海洋
捕捞渔船进入伏季休渔期，时
间至9月1日12时，渔业辅助船
与捕捞渔船同步休渔。

为期三个月的伏季休渔期
开始，龙口沿海各渔船陆续驶
入渔港进行停泊休渔。为确保
伏季休渔期间边防辖区治安秩

序稳定，龙口边防官兵深入辖
区港口、码头送上“开渔服务
+”，积极做好辖区渔民休渔管
理工作。

这个大队组织派出所官兵
深入到港口码头，通过蓝警微
信新媒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向渔船民讲解国家相关休渔政
策内容，不断增强渔船民的守
法意识。并依托总队“万里海
疆·万里书香”工程，结合龙口
渔民群众实际需求，新增渔业

生产类书籍供渔民在龙口、桑
岛边防海疆书屋阅读、学习，同
时，渔民还可利用书屋内互联
网电脑开展“微商”，将身边的
干货、水果放到网上销售，拓展
休渔期收入。边防民警还通过
建立微信群，做强“休渔服务
+”，延伸休渔期间的渔船民服
务，定期将天气资讯、休渔政
策内容、海疆书屋书籍目录等
内容发送到群内，方便渔民查
看。

今今日日进进入入休休渔渔期期，，时时间间持持续续三三个个月月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见习记者 焦兰清)
随着烟台大樱桃各个品种陆
续成熟上市，大樱桃采摘园也
开始热闹起来，不少种植户一
改之前传统市场销售模式，开
始搞起采摘游。

近日，位居门楼镇南庄村
张师傅的大樱桃采摘园很是
热闹，随着园内大樱桃的成
熟，接待了一拨又一拨游客。

“今年樱桃丰产，之前不咋结
果的树也接了，之前结果的树
今年结得更多了。”张师傅笑
着说，今年产量高，本以为价
格会非常便宜，不过目前看价
格波动不大，和去年相比基本
稳定，可能是今年的市场需求
量更大了。

作为种植户，张师傅也深
切地感受到今年大樱桃的火
热，“网上卖樱桃的很多，不少
前来收购的。”张师傅说，他的
樱桃园有4-5亩地，200多棵樱
桃树，十几个樱桃品种，为了
与时俱进，他今年也搞起了采
摘，开门迎接游客到园内采
摘，尽管是头一年经营采摘
游，目前收效还不错。“很多市

民来采摘，老人、年轻人、小孩
都有，随着美早、水晶等品种
上市，预计来采摘的人更多。”

像张师傅这样转型做采
摘园的果农不在少数。据该村
另外一位居民介绍，近年来村
里搞采摘游的果农逐渐增多，
已经达到村里种植樱桃户的
一半以上，到村里采摘的游客
也越来越多，除了烟台市区
的，还有很多从上海等外地专
门来的游客。

“城里人喜欢走到乡村，
体验采摘的乐趣。”据另一位
果农介绍，对于他们而言，采
摘游的利润空间更大，一般
都是按照人头收进园门票，
在樱桃园内免费吃，带走的
话额外称重计算，不仅节省
了采摘樱桃的人工劳力费
用，还能挣一定的门票收入，
利润能比走市场销售高15%
左右。

樱桃好吃，但树也比较
娇贵，如果采摘方法不对，可
能会影响樱桃树下一年的结
果率，为此，在采摘游的时
候，果农都会仔细教授游客
采摘的方法和技巧。

果果农农搞搞起起樱樱桃桃采采摘摘游游
节节省省人人力力利利润润高高

随着烟台大樱桃成熟，大樱桃采摘游又火了起来。 本报
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孙文潭 摄

6月1日进入休渔期，龙口边防官兵向辖区渔民发放宣传单。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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