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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考思想品德的备考，东方二中政治教研组长、
教研室教研员秦晓梅和东升三中思想品德教师潘庆军认
为，考生应关注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时事热点，注重运用教
材和相关的时政知识，多角度解读这些热点。

命题趋势：体现时代性、地域性、开放性
潘庆军认为，全国、河南时政热点依然是今年中招的

重点，如党的十八大、中原经济区建设等。试题既不回避
教材重点、时政热点，又不照搬教材和时政观点，着重考
查考生的分析、综合、归纳能力。

秦晓梅补充道，历经十几年的开卷考试，特别是
2010年之后，思想品德题型和分值已基本稳定下来。四
大题型基本上和时政热点都有结合，因此中考备考要特
别关注十八大、中国梦、八项规定、光盘行动、宪法30周
年、反腐倡廉、科技新成就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碗面
感动一座城”“鸡蛋哥”等时政热点。此外，5月以后的重
大时政热点也要关注。复习时要注重运用教材和相关的
时政知识多角度解读这些热点。

答题技巧：巧用“取正法”和“排错法”
秦晓梅认为，解答选择题要结合“取正法”和“排错

法”：考生要先审题干，弄清题意；之后对所有选项进行认
真分析和判断；最后根据题干和选项之间的关系，运用

“排谬”“排无”“排异”“排绝”“排乱”等方法选出正确答
案。多项选择答案不确定时，宁可少选不要错选。

潘庆军认为，辨析题在所有题型中最易让考生失分，
考生首先要读材料，选出所有的关键词；其次，不要判断
对错，而要直接对关键词逐个进行分析，每个关键词要给
出两个以上的角度，如果是知识点，直接照搬《说明与检
测》上的说法，如果是时事政治，可依据问法从原因、意义
等角度作答；最后要小结，把所有的关键词串联，说出正
确的观点与做法，片面的要补充完整。

针对观察与思考和活动与探究题的做题方法，秦晓
梅称，考生应先审题干和材料，明确答题方向，把握材料
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词，然后掌握答题思路。观察思考题
和活动探究题的内在逻辑都可以归结为是什么、为什么、
怎样做三种情况，考生要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到位，
善用语言转换，不要答非所问。

备考策略：不要过度依赖资料
秦晓梅认为，考生最后阶段要结合《说明与检测》和新

课标要求，回归课本，掌握主干知识和核心知识，务求夯实
基础。此外要提高练习效率，通过五六套有针对性的模拟
试题的训练，培养良好的答题习惯；注意安排好时间，作答
总用时控制在50至55分钟。

潘庆军强调了精选资料的重要性。她认为，虽然考试
是开卷的，但考生不能过度依赖资料，应尽量闭卷答题，只
有记不准的才去参考资料。带到考场的资料要少而精，两
三本即可，如《说明与检
测》《热点解读》等。平
时要熟悉这些资料，其
他书籍内的精华内容可
以往这几本书上转移，
并贴上标签。
本报见习记者 张锐鑫

中考思想品德：
综合解读时事热点
携带资料宜少而精

本报讯（记者 戚帅华）昨日记者从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获悉，2013年全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于9月至11月举
行，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20日。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凡年满 18 周
岁，具有高中、中专或以上学历，具有适应导游工作需要
的基础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者均可报名。大专以上在读
学生，可凭院校学籍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报考意见和学
生证报名。

今年，我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验
证审核相结合的方式。网上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6月20
日，报考者可登录河南旅游资讯网（www.hnta.cn）进行网
上报名。6月13日至20日，报名人员须到市行政服务中
心后一楼确认报名信息，现场拍摄照片并缴纳考试费用。

此次考试类别分中文类、外语类、加试外语类三种，考
试方式为笔试和现场导游考试，只有通过笔试才能参加现
场导游考试。考生如有问题，可拨打电话 64322596 或
64615396咨询。

想当导游 来报名考试吧

新生儿接种登记由“卡”变“表”
家长持表可办接种证，实行“一苗一剂次一告知一签字”

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传承，烙画不仅有中
国水墨画之气韵，又具有浮雕艺术的视觉冲
击力。烙画的创作过程和技法极为复杂，不
仅注重火候和力度，更秉承了中国画“意在笔
先，落笔成形”精髓。梁全来痴迷于此。他对
烙画究竟痴迷到何种程度？他的妻子给我们
讲了很多例子。

为了进一步扩展烙画题材，他决定买个
相机把外面的大好风景照下来，作为自己烙
画的原始素材。可当时家里连温饱都解决不
了，哪有闲钱买相机？梁全来狠狠心拿出
600斤救济粮换了一台牡丹牌相机。当时，
梁全来的大女儿还未满两岁，见他把一家人
的口粮都拿出去，妻子气得大哭了一场。

到山里拍照片取材时，由于交通不便，梁
全来往往得背着十多公斤重的行头，走几十
里的山路；去市区买胶卷，为了节省一块多钱

的车费，他每次来回得走两天时间；为了尽快
提高烙画技艺，梁全来每天工作近12小时，
连晚上睡觉也要在床头放置纸笔，以便随时
记录创作灵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逐渐摸透了烙画创作
的技巧。1984年，他开始带着烙画作品到洛阳
市区进行宣传，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
一次宣传活动中，梁全来的烙画被一名饭店老
板相中，高薪聘请他为自己的饭店创作烙画。
接到这个任务后，梁全来在1个月时间内，从小
笼包子到洛阳水席，从开封龙亭到万里长城，
连续创作了十余幅精美的烙画。

“烙画是一门民族的艺术，不仅需要人们
去学习、理解，还需要传承。”梁全来告诉我
们，他希望创办一所专业的烙画学校，将这门
古老的技艺传给下一代，让它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杨鸿雁 文/图

近日市卫生局透露，从本月起，我市
开始全面使用河南省新生儿预防接种信
息登记表，原有的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
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不再使用。与后者
相比，前者可以实现从源头上监测儿童
是否按时接种疫苗，同时其设计也更人
性化。

由“卡”变“表”
持表可办接种证

市卫生局疾控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生儿出生 24 小时内需接种乙肝疫苗
第一针和卡介苗。以前新生儿接种，由
具有接生资质的产科接种单位负责，并
填写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
登记卡。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需要接种
的十余种疫苗，则由其所在辖区内设有
预防接种门诊的医疗机构负责，同时在
接种证上逐次记录。“如果衔接不当，有
可能遗漏相关预防接种信息，影响孩子
按期接种疫苗。”该负责人说。

去年12月1日，我市新生儿预防接
种信息化管理系统正式运行，并且实现
全省联网。这意味着，无论孩子是否在
出生地，只要带上接种证，就可以按期在
省内任何一个预防接种门诊免费接种国
家免疫规划内的各类疫苗。为规范新生

儿预防接种信息的采集与录入，确保数
据资料质量，我市自本月起在各产科接
种单位统一使用河南省新生儿预防接种
信息登记表。

该登记表一式两联，第一联（白色）
由产科接种单位留存，第二联（绿色）由
新生儿家长留存。在新生儿出生后1个
月内，家长可持第二联到居住地的预防
接种门诊办理接种证。此后孩子持证接
种，家长无需再拿户口簿、暂住证、身份
证等其他证件。

此外，今后新生儿无论是否接种，产
科接种单位或承担新生儿预防接种的乡
级预防接种门诊均要填写河南省新生儿
预防接种信息登记表，并要在新生儿出
生 5 日内，将登记表内容录入河南省免
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未能接种的新生
儿，产科接种单位的信息化管理员还须
登记具体原因。如此一来，我市将从源
头上对需要接种的儿童进行登记和管
理，实现疫苗接种“无缝衔接”。

新增两项内容
设计更加人性化

河南省新生儿预防接种信息登记
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
括新生儿基本信息、新生儿父母基本信

息及家庭居住地址等；第二部分为新生
儿接种信息，包括卡介苗、首针乙肝疫苗
和乙肝免疫球蛋白，主要填写内容包括
疫苗是否接种、疫苗种类、接种日期、疫
苗批号和接种人员等。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田鹏说，
与之前使用的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
介苗接种登记卡相比，河南省新生儿预防
接种信息登记表新增了两项内容：

一是新增了针对产妇进行乙肝表
面抗原（HBsAg）检测的项目，如果检测
结果为阳性，那么新生儿除接种乙肝疫
苗第一针外，还要接种乙肝免疫球蛋
白，对乙肝病毒进行双重预防。这是免
费接种的。

二是新增了“接种意愿”一栏，家长
可选择“是”或者“否”，设计更加人性化。

同时，我市还规定各预防接种门诊须
开办“家长课堂”，每一名办理接种证的家
长都可以免费预约听取相关知识讲座。

我市接种实行
“一苗一剂次一告知一签字”

目前我市正全面推广疫苗预防接种
书面告知工作制度，即“一苗一剂次一告
知一签字”，新生儿接种疫苗也须遵照此
程序。

“一苗一剂次一告知一签字”指的是
每个儿童在接种任何一种疫苗之前，预
防接种门诊或产科接种单位的医务人员
都要对本人或者其监护人，以书面形式
告知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
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并口头询问受种
者的健康状况、有无接种禁忌等，在预检
登记本上如实记录告知和询问情况。对
于符合接种条件的儿童，医务人员在其
本人或监护人签字同意后进行接种，填
写并保存接种记录。对于暂不宜接种
者，医务人员将提出医学建议。

凡拥有我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和被纳
入管理的流动儿童，首次在预防接种门
诊接种疫苗时，都要领取一本洛阳市预
防接种告知书。对于已经多次接种疫苗
的儿童（含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时，接种
医生只发放疫苗接种知情告知书中所要
接种疫苗的单页，在履行上述告知义务
后，再进行接种服务。

对于非我市户籍的临时接种儿童、非
适龄儿童，预防接种门诊指导本人或其监
护人签订相应的疫苗接种知情告知书（单
页）后，再进行接种。与此同时，全市各医
院产科将进行新生儿出生后“两苗”接种
书面告知，即接种乙肝疫苗、卡介苗都将
在家长知情、同意、签字确认后进行。

本报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路璐

梁全来：烙铁作笔绘丹青
痴迷烙画近50年，曾创作长20米的《清明上河图》

烙画，又称火针刺绣、火笔画，是
以烙铁为笔、高温代墨，利用碳化原
理和控温技巧，在竹木、宣纸、丝绢等
材料上烙绘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的中
国特种工艺美术。相传烙画起源于
秦汉时期，最早是工匠为美化木制家
具用烙铁在家具上烙制花鸟鱼虫等
图案形成的技法，已经被收入世界重
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前不久，一名台湾客商为一幅烙
画慕名而来，虽然他出价50万元，但
仍被梁全来婉言谢绝了。这幅画作是
梁全来呕心沥血创作的巨幅烙画《清

明上河图》。该画在2008年北京奥运
会组委会帆船委员会举办的“扬帆奥
运”工艺美术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在梁全来位于伊滨区诸葛镇司
马社区的家中，我们看到了这幅作
品：由8幅木板组成，每幅长2.5米、
宽1.34米，总长20米，按照原画放大
7倍创作而成。

“作为一名民族烙画艺人，我最
大的心愿是将这幅《清明上河图》献
给国家。”当我们询问他拒绝台商的
原因时，梁全来慢悠悠地说，他希望
在合适的时候把画捐献给博物馆。

梁全来与烙画结缘还有一个故事。
“我生在嵩县，小时候就对绘画很有兴

趣，上课时经常照着连环画和书本上的小人
描画。”梁全来说，那时候大人在田间干活，他
就捡根树枝蹲在地头画田野的风景和人物；
父母给的零花钱全被他攒起来买画纸。

在上初中时，梁全来遇到了他绘画艺术
的启蒙导师——阮老师。阮老师看到梁全来
在美术方面的天赋和努力，非常喜欢，经常在
课下给他“开小灶”。在阮老师的精心指导
下，梁全来进步很快，慢慢成了当地小有名气
的“小画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全来在洛阳市新华
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烙画技巧》，当即被书中

内容吸引。于是，他立刻掏出口袋里仅有的
3元钱把这本书买下。为此，他没钱吃饭，没
钱坐车，饿着肚子一路从市区走回嵩县。

从这之后，梁全来就和烙画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买来火钩和螺丝刀，开始尝试着在
家里废弃的木板上进行烙画创作。

高中毕业后，梁全来在当地初中任美术
教师。因为家境贫寒，梁全来找对象成了个
大难题，好心的邻居想把邻村一个姑娘介绍
给他，就将她带到他家里来见他。姑娘在屋
里无意间瞧见了梁全来的一幅烙画，上面惟
妙惟肖的画像瞬间俘获了她的芳心。

烙画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姻缘，也更加坚
定了梁全来继续创作的决心。

他叫梁全来，63岁，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痴迷
烙画近50年……

台湾客商欲50万元买画，被他婉拒

烙画成就一段姻缘，促他坚定

烙铁下“妙笔生花”，让他痴迷

梁全来展示他的烙画《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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