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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招

本报讯（记者 林志猛）近期连续高
温天气对三亚农业生产有何影响？7 月
5 日上午，三亚市农业局种植与市场信
息 科 科 长 赵 小 飞 在 接 受 三 亚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到 了 7 月 份 ，三 亚 的 冬 种
瓜 菜 已 全 部 收 尾 ，早 造 水 稻 收 割 、芒 果
采 摘 上 市 也 接 近 尾 声 。 这 段 时 间 正 值
三亚农业生产的田间“休闲时节”，高温
天气对常年蔬菜种植有影响。

负 责 常 年 蔬 菜 种 植 管 理 的 三 亚 南
果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树立认为，
高 温 天 气 对 常 年 蔬 菜 种 植 还 是 有 影 响
的 ，即 在 露 天 种 植 蔬 菜 产 量 逐 渐 降 低 ，
生产成本逐渐增高，适应生产的品种也
逐 渐 减 少 ，只 能 种 植 耐 高 温 的 品 种 ，如
空心菜，红、白苋菜及上海青等，但市场
批发价格很低，空心菜为 0.8 元——1.0 元/

斤;红、白苋菜和上海青均为 1.65 元/斤。
林树立说，大棚种植的叶菜产量虽

然比露天高一些，产量均为 2300 斤/亩，
但棚里温度也达到 35 度以上，湿度达到
42 度左右，每天劳作时间达不到 6 个小
时，人工成本逐渐增加。同时病虫害过
多也影响叶菜的质量，虽然有防虫网保
护，但因棚内温、湿度过高，白天必须打
开防虫网。

育 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协 会 会 长 黄
文全认为，一方面，现在天气炎热，高温
高 湿 天 气 的 确 影 响 工 人 干 活 ；另 一 方
面 ，在 高 温 的 天 气 状 况 下 ，采 收 的 产 品
不容易储存。只有搭建简易的冷库，采
收出来的菜才不容易坏掉。

遇到高温多雨天气，蔬菜种植管理
有 何 措 施 ？ 三 亚 市 南 繁 院 植 保 室 主 任

孔 祥 义 认 为 ，近 期 三 亚 市 高 温 天 气 增
多 ，对 三 亚 蔬 菜 种 植 、供 应 造 成 一 定 影
响，并提出在高温多雨气候条件下蔬菜
管理意见。他认为，一是水分管理。在
高 温 天 气 下 ，要 保 证 田 间 土 壤 湿 润 ，切
记 过 干 过 湿 ，避 免 中 午 浇 水 ，应 在 早 晨
或 者 傍 晚 进 行 ；在 暴 雨 来 临 前 ，做 好 田
间 排 水 措 施 ，深 挖 排 水 沟 ，保 护 植 物 根
系 免 受 雨 水 浸 泡 ，造 成 沤 根 ；在 育 苗 地
搭 建 防 雨 棚 ，防 止 暴 雨 冲 刷 幼 苗 ，造 成
植株根系受伤而影响生长。

二 是 施 肥 管 理 。 高 温 多 雨 天 气 易
造 成 植 株 徒 长 ，尤 其 是 瓜 果 类 蔬 菜 ，施
肥 时 要 做 到 基 肥 充 足 ，追 肥 少 量 而 多
次 。 植 株 花 果 期 ，增 加 磷 钾 肥 施 用 量 ，
减少氮肥用量；根施和叶面喷施结合并
用 。 在 植 株 开 花 挂 果 期 ，高 温 多 雨 天

气 ，根 系 活 力 较 差 ，可 多 采 用 叶 面 喷 施
方 式 进 行 施 肥 ；暴 雨 天 气 后 ，容 易 造 成
田间土壤肥料流失，为保证植株正常生
长，待植株长出新叶后应及时补充速效
化肥一次。

三是病虫害管理。在高温、高湿气候
条件下，植株极易发生病原菌侵染，在病
虫害管理上，提前预防是重点，即在高温
多雨天气来临前，可先喷施些保护性药剂
预防病害，如海岛素和大生配合施用。

此 外 ，孔 祥 义 还 认 为 ，在 高 温 多 雨
天 气 时 应 选 择 耐 热 、抗 逆 性 强 、丰 产 性
能好的优良蔬菜品种种植；同时做好遮
阳网搭建工作，可起到有效防雨降温作
用 ；对 已 达 到 收 获 标 准 的 蔬 菜 ，要 做 到
及时采收。

三亚连续高温影响蔬菜种植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三亚开启

“室外暴晒”模式，游泳、玩水成
了 很 多 市 民 防 暑 降 温 的 好 选
择。7 月 5 日，三亚日报记者走
访市区多家游泳馆，发现各大
游泳场所前来游泳的人络绎不
绝、生意火爆。

10 时左右，烈日当头，三亚
日报记者来到国兴体育俱乐部，
还没走到门口，就看到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携着泳衣、游泳圈等装
备进入场馆。在售票前台，不少
家长正在排队买票。“这几天气
温太高了，热得不行，趁着上午
的空闲时间，来游泳池里‘浪’
一下，顺便带着孩子一起学游
泳。”正在买票的吴先生说。

走进游泳区内，不少市民
游客化身水中“飞鱼”，游来游
去。既有身姿矫健、动作专业的
游泳好手，也有套着各色游泳圈
的孩子。“气温跟火炉似的，出
趟门跟烧烤一样。在游泳馆里
游游泳，既能享受水中清凉，还
能锻炼身体。”“90 后”游泳爱好
者小陈幽默地说道。

当日下午，三亚日报记者
又来到三亚凤凰水城旁的一家
室外游泳馆。只见门口停车场
停满了前来游泳的市民的私家
车。据泳池负责人介绍，受高温
天气影响，泳池每天接待顾客达
到 200 人次，周末来的人就更多
了。为了保障市民安全玩水、消
暑，泳池管理方也加大了对泳池
水质监测力度，对池水每天定时
过滤。同时增加游泳教练人手，
并派救生员在场内不间断巡视，
让市民能够舒适戏水、安全健
身。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游客
在进行亲水活动时，要警惕溺
水，尤其是对放假的孩子，一定
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如果说高考是考生的“战场”，那么高
考志愿填报就是另一场“博弈”。每年高考
一结束，家长们就开始考虑高考志愿填报
问题。7 月 6 日 8 时，本科 A 批志愿开始填
报，三亚日报记者采访几位考生和家长，倾
听他们在志愿填报背后的故事。

龙伟来自三亚市社会福利院，是今年
三亚考区唯一的重度残疾考生，今年高考
他的艺术专业拿到 170 分，文化课 500 分。
以今年 A 批艺术生录取分数线 210 分，文化
课 376 分为参考，龙伟专业分略低，文化课
分考得不错。

“首先我们不考虑师范类院校，从地域
上说，我们尽量选择珠三角和省内，这些地
方气候好、离家近，适合龙伟，这样就筛掉
一 大 批 学 校 。 某 些 专 业 对 残 疾 考 生 有 限

制，例如动画专业，这个专业要求研究人体

动态，因此残疾考生无法报考。”市福利院

院长王皇说，

三 亚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到 ，艺 术 类 考 生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校录取规则不一，

有 些 学 校 是 要 求 专 业 过 线 ，文 化 课 成 绩

从高到低；有的是文化课成绩过线，专业

成 绩 从 高 到 低 ；有 的 是 专 业 和 文 化 课 成

绩 按 一 定 比 例 统 计 最 后 得 分 ，因 此 考 生

家 长 需 要 逐 个 给 学 校 打 电 话 咨 询 录 取 规

则。

为了得到更加专业的意见，王皇还找

到龙伟的美术老师于晨一起商量，在尊重

龙伟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其有意向报考各

学校的录取模式。“龙伟的文化课成绩高，

建议他选择专业过线，文化课分从高到低

选择的学校。其实，龙伟可以利用文化课

分高的优势，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专业，视觉

传达和环境设计就比较适合他。”于晨建

议，考虑各个因素，他们也为龙伟制定了梯

度志愿填报表。

李先生的儿子今年高考考了 583 分（理
科），报考志愿是选择俄语专业还是计算机
专业，李先生一直拿不定主意，因为儿子是
中俄混血儿，俄语是母语学起来容易，但计
算机专业又是儿子感兴趣的专业。在参加
高考志愿填报讲座，向专家咨询后，他听取
专家建议，决定让儿子把计算机专业作为
优先选择的专业，语言类作为辅助。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家里只有
这一个小孩，我们比较看重地域，应该会选
择北上广及沿海地区的学校。”考生家长符
先生说，对于理科 656 的高考分，他们心里
最想报考的是山东师范大学，去年该校最
高分 673、最低分 652。“这所学校是离我们
的分数最贴近的学校，听取专家建议将其
作为‘冲一冲’的学校”。

周小帆今年高考考了 740 分（文科），

她最想报考的是外国语大学，但是家里人
都反对，在他们看来，语言类尤其是小语种
在国内不太好就业，更担心女儿因为工作
要离家去国外生活。虽然家人反对，但一
心 想 学 语 言 类 的 周 小 帆 还 是 决 定“ 冲 一
冲”。她的志愿梯度报考是这样设计的，北
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作
为“冲一冲”，“稳一稳”包括苏州大学、深圳
大学等，“保一保”的是郑州大学等。

与不少考生选择“冲一冲”相比，考生
李丽将专业选择放在首位。李丽告诉三亚
日报记者，她姐姐在江西南昌念大学，她本
来想考到姐姐所在的城市，但是文科 653 分
的成绩刚好‘压’原一本线，对于“冲”一所
211 院校，却要失去自己对专业的选择，李
丽果断选择了放弃。“海南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和专业。”李丽说，
她先选专业后选学校，家里人也希望她报
考师范类院校。

炎炎夏日
游泳馆生意火爆

市民化身“飞鱼”
畅游享清凉

连日来，不少市民在三亚日
报官方微信留言，咨询今年城区
中小学招生划片情况，根据划片
政策与方案，三亚日报记者采访
了市教育局、各区教科局，对一些
家长关注的热点问题予以解答。

问：本市户籍儿童入学条件
有哪些？

答：小学招生对象为年满 6
周岁（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
具有三亚户籍或在我市居住且符
合在我市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

问：孩子身体不好需要暂缓
入学怎么办？

答：适龄儿童少年因特殊原
因需暂缓入学的，由其法定监护
人向所在辖区学校提出申请，由
学校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方可
暂缓入学。暂缓入学期满，没有
特殊原因的应及时入学，确需继
续暂缓入学的，要继续提出申请
并经批准后，方可继续暂缓入学。

问：户籍、学籍都在三亚的
小学应届毕业生，如何上初中？

答：凡户籍在三亚市并且学
籍也在三亚各小学的 2018 年小学
应届毕业生，按各初中学校管辖
区域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原市区
各 中 学 新 生 由 市 教 育 局 统 筹 调
剂，原各乡镇中学新生由各区教
科局统筹调剂。

家长可以提供户口本复印件
等材料给所毕业的小学，由小学
将材料转交给教育部门。8 月 26
日左右，家长可到毕业小学查询
学生中学的相关信息。

问：户籍在三亚，但学籍不
在三亚的小学毕业生，想回三亚
念初中，应该怎么办？

答：户籍在三亚，但小学学
籍不在三亚的小学毕业生需回三
亚就读七年级的，由家长提供学
生的户籍证明及学生学籍证明，
到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登记，
由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生
户籍所在辖区进行统一调剂。

问：我的户籍在三亚高峰，
现在三亚市区务工，孩子可以就
近入学吗？

答：不可以。按户籍优先，
就近、划片入学原则，应在高峰小
学念书。

问：我的户口在崖州区，但
在三亚市区有房（有房产证或者
购房合同），小孩上学也能享受市
区划片政策，就近到三亚市内学
校报名吗？

答：户口在崖州，应到崖州
相应的学校上学。在三亚买房也
需要办理居住证，教育部门在收
集信息时不收集房产证。

问：不是本地户籍的孩子，
但父母一方为三亚户籍，可以在
三亚入学吗？

答：参照户籍地，按外来务工人员报名入学。
问：拆迁棚改户的小孩去哪里上学呢？
答：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
问：学生报名时需携带哪些材料？
答：片内生持户口簿、房产证等手续到片区内学

校入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凭户口簿、父母居住证
（或暂住证）、房产证或租房合同、父母用工合同或务工
证明材料等，到相应区教科局登记，待区教科局安排学
校后，按学校时间要求到校报名。

问：请问初中、小学入学时，学校还进行考试吗？
答：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考

试。
问：户籍在榆港社区，居住地在友谊路社区，可以

到居住地所属区划内读书吗？
答：不可以，应回户籍地所属区划内上学。
问：我是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地在实验小学附近，

应该怎么办理小孩入学手续？
答：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采取“相对就近、

统筹安排的”原则。家住实验小学附近，家长需在 7 月
31 日前，携带相关材料到天涯区教科局登记，由该区
教科局统筹安排。

问：我家住三亚实验小学附近，有本地户口的可
以上实验小学，没有本地户口的只能安排到金鸡岭小
学甚至更远的学校，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吗？

答：按照“相对就近、统筹安排”的原则，在学校学
位不足的情况下，统筹安排到附近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问：迎宾路一山湖的孩子去哪上学？
答：小学在吉阳区吉阳小学，初中在三亚市民族

中学。
问：住春园社区的孩子读哪个学校呢？
答：小学在四小，初中在市三中。
问：住金鸡岭法院附近该上哪所学校？
答：金鸡岭社区、岭北社区属于四中。
问：三亚市社保局旁边的阳光名邸小区、交警支

队属于哪个小学片区呢？
答：丹州小学，第五中学。
问：省第三人民医院属于哪个小学片区？
答：市实验小学，第四中学。
问：育新路社区（同心家园六期）住户的孩子到哪

里上学？
答：妙联学校（该学校属于九年一贯制学校）。
问：片区内的拿户口本去学校报名就可以了吗？
答：是的。关注所在辖区小学公告，携带户口本

到该小学报名。
问：户口在第一市场附近，住址在友谊路，可以上

四中吗？
答：不可以，户籍片区划分在市二中。

咨询电话：
市教育局基教科：88657827
海棠区教育局：88812590
吉阳区教育局：31898111
天涯区教育局：88341862
崖州区教育局：88823053

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关
注 三 亚 日 报 官 方 微 博 进 行 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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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汗如雨

头顶烈日

本科A批志愿昨日开始填报，查信息、选学校、挑专业——

考生家长谈如何规避志愿填报风险
本报记者 黄珍

辛勤劳作

最大化利用高考分数

尽量获取信息

梯度填报志愿

尊重孩子

埋头苦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