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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王涛）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昨
日从省考试院获悉，今年我省高考招生计划共 383713
人，其中本科计划 205645 人（另，本科对口升学已录取考

生 4128 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已录取考生 62357 人）。据
统计，985、211 院校招生计划达 22892 人，比去年同口径
增加 85 人。

省招委、省教育厅日前召开我省 2016 年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工作动员大会，省教育厅厅长程艺在会议上表示，
今年我省高考报名、制卷、考试、评卷等环节安全平稳有

序，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介
绍了我省高招计划的总体情况，今年我省高考招生计划共
计383713人，其中本科计划205645人（另，本科对口升学

已录取考生4128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已录取考生62357

人）。据统计，《报考指导》和考试院网站已公布的 985、
211院校招生计划22892人，比去年同口径增加85人。

据介绍，从计划安排情况看，我省今年招生录取已经
可以实现三个“稳中有升”，即高考录取率稳中有升、本科
录取率稳中有升、优质本科录取率稳中有升。

我省今年本科招生计划20.56万人
985、211院校招生计划22892人，比去年同口径增加85人

长春小姑娘全方位发展：
在中学，800米跑步年年第一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小学霸都有各自的“绝活”，除
了学习，个个也都身怀绝技，课外活动比较丰富。

来自吉林长春的女孩张艺，今年15周岁，她在今年高
考中，取得了666分的成绩，高于当地一本分数线136分。

“5 岁念小学，5 年后毕业，张艺的成长路径比同龄人
快了一些。”张艺的爸爸告诉记者，以女儿的成绩来看，明
年高考冲击北大清华不是什么难题。不过他们一家人也
非常认可少年班的模式，“如果孩子这一次能顺利复试，希
望她能在这里接受教育。”

据了解，张艺的父母都是学习理工科的，爸爸还是一
名出色的骨科医生，而妈妈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

张爸爸说，对女儿的培养，注重全方位。“孩子在中学，
800米跑年年都是第一，游泳、乒乓球也擅长，这些都在她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做了。”除了体育运动，张艺花在读
书、科技馆的时间也不少。“我们带她去北京科技馆，逛完
全馆花了一天半时间，这里有书本上没有的技术和知识。”

张爸爸说，自己从不要求女儿有何种“强项”，或者学得
多么专业，只是希望孩子能对各种学科、运动产生兴趣，什
么都“会一点”。他希望女儿在大学里，也能多多参与社会
实践和社团活动。而对于女儿的学习方面，张爸爸则表示
不需太操心，“读完本科肯定还要继续深造，学习方面我们
也不太担心。至于专业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从事金融或
者科技方向都不错，可能会考虑数学或者物理专业”。

参加复试后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中科大少年班58名“00后”复试——

一群娃娃考生个个有“绝活”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王恒/图

7月9日7时，在中科大第二教学楼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娃娃考生，低调前来报到，领取少年
班学院复试准考证后，统一被“封闭”起来……这些出生于2000年或之后的学生，别看年纪小，但高
考成绩可不低，普遍高出当地一本线100分，不少高于一本线120分，有的甚至超过150分。最终
能否成为少年大学生，录取名单将在近期确定。

“低龄”大学生一直是少年班被外界关注的
热点。

对于今年入围的复试学生，最小的是多少
岁？该校一再表示不方便透露。按照中科大少
年班今年的招生条件，年龄上要求是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优秀高二（含）以下学生。
也就是意味着，“90 后”已经不可能再参加少年
班考试了，最大的也就是2000年出生的。

记者从当天报到现场了解到，前来报考的大
多是今年刚刚结束高二学习，年纪在十五六岁的
学生。虽然缺了一整个“冲刺年”的复习巩固，但

这些入围者的高考成绩依然十分优秀，普遍高出
当地一本线 100 分左右，不少人都高于一本线
120 分，甚至有超过 150 分的。个别学生的分数
已达到清华、北大录取线。

据介绍，今年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复试的有
58 位考生，安徽籍考生共计 10 位，为各省最多，
分数也是最高的。当天上午7时，58位考生领取
了复试证件，统一被“封闭”起来，进行 1 天的考
试。在复试结束后，将根据考生的成绩和表现确
定最终人选，如果他们都表现优秀，少年班将会
全部录取，录取名单也会在近期确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次入围考生中，有2名
同学还是高一学生。来自湖南株洲市的女孩王文
艺，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642分的高考成绩，也
位列湖南省少年班考生中第三、株洲市第一。

“我女儿小学在读低年级时，成绩一般化。
但是进入三、四年级的时候吧，成绩就开始上升，
基本上是稳居第一名，一直到现在。”谈及自己女
儿，王文艺的父亲很是开心，满脸的自豪感。在
父亲眼中，16岁的女儿学习上不需要过多操心，
很自觉，思维能力很强。

“可以说，她可以在同年级中，包揽了株洲市
数、理、化、生四门第一名。有次在全国数学联赛

中，仅丢了一分。”王文艺父亲告诉记者，这一切
都与女儿的良好学习习惯有关，“她要么不玩，要
玩就疯狂地去玩，玩好了再看书，一看就是 3、4
个小时，可以一动不动，身边再大的噪音，再吵再
闹对她丝毫没影响。”

王文艺除了文化课学习得很好外，跳舞、钢
琴都是“行家”，“她的钢琴水平可以达到 10
级。”这么“全面”的学霸，有何培养秘籍呢？

“没有什么秘籍，就是遇到问题时，尽量多让
孩子自己思考。”王文艺父亲告诉记者，从小到大
一直以来都是让孩子主动思考，培养思维能力，
让她自己寻找突破口，家长只给她创造环境。

个高、分高、情商高：
河北“三高”少年从小立志上中科大

在 58 名“小神童”中，1 米 85 的张锦蕾很是引人注
目。聊天时得知，他是一个标准的“三高”考生：个高、分
高、情商高。

16岁的张锦蕾同学来自河北衡水中学，是河北省今年
唯一入围中科大少年班复试的考生。作为高二考生，他在
今年高考中取得675分的好成绩，比河北省理科一本线整
整高出150分。

成绩如此好的学生，可不是死学来的，因为他在学习上并
不感到累，相反还会抽出不少时间，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
动。“他是学生会的成员，喜欢参加组织一些活动，特别爱玩，
跟同学们关系处得都很好。”张锦蕾爸爸跟记者聊道。在一旁
的妈妈笑着说：“他还有安静的一面，锦蕾平时休息时间更喜
欢宅在家里，用看电影和动漫、听音乐等方式放松自己。”

张锦蕾妈妈告诉记者，孩子偶尔也有成绩下降的时
候，但是孩子自己能够迅速地调整好情绪。高二初期因为
忙不过来，张锦蕾退出了心爱的物理竞赛培训，情绪有些
失落，导致成绩从 100 多名降到 1000 多名。在与学校老
师沟通后，休息放松了三天，他迅速地将状态调整过来，之
后的考试成绩很快恢复到原有水平。

“孩子虽然性格内向，但是一直都很有主见和想法，比
如这次参加高考以及参加中科大少年班考试都是他自己
的主意。”张妈妈说，孩子从小就告诉他们，自己非中科大
不上，作为父母，他们希望能帮助孩子完成自己的梦想。

跳舞、钢琴都是“行家”：
湖南株洲高一女孩超一本线120多分

58名考生入围：
安徽籍考生共计10位，为各省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