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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阳，有一位市民，他痴迷留声机、老唱片、老电影
收藏近40年，收藏了近4000盒1950年到1978年的老电
影胶片、1.8万张清代至民国的老唱片、130台中外多种型
号留声机、20多台电影放映机、400多幅电影画报。为了
将它们分享给更多市民和游客，他正在筹建省内首家民
营声音博物馆——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让这些珍贵
的文物资料记录下流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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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热天卷土重来。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昨日我市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左右。

“这一波晴热，将持续到周四。”气象专家说，本周前期
我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及地面暖低压的共同影响，最高气温
37℃左右。周中后期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回落，周
六前后将有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日晴天，偏西风 3 级左右，气温
19℃到36℃；明日晴天，气温21℃到36℃；周四晴天到多
云；周五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周六阴天转阵雨或
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阵雨；周日阵雨停止转多云。

昨日下午，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干热风橙色预
警。干热风对农业伤害较大，严重时会导致小麦灌浆不
足。农业专家建议，可在无大风时对田间湿度较低的麦田
灌水，增大田间湿度。本报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禹东晖

本周最高气温37℃

我市发布今年首个
干热风预警

本报讯（记者 高峰 通讯员 梁秀梅）昨日，记者从市
疾控中心获悉，该中心拿出部分资金作为预付款，将按照季
度给予结束疗程或年底结算的新农合结核病患者报销相关
费用，从而使患者获得报销的等候时间从半年缩短为最多
3个月。

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梁明辉说，过去补
偿程序是患者治疗结束或每年年底进行结算、报销补偿，报
销周期长达半年至一年。新措施实施后，市疾控中心分两
批对去年结核病患者报销补偿，今年一季度报销补偿工作
正在进行。

自2010年11月起，肺结核病作为特殊病种，纳入新农
合特殊病种门诊报销范围。患结核病或疑似结核病患者，在
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进行诊断、治疗的，除国家政策
免费的部分外，其余因肺结核病检查和辅助治疗发生的费用
可享受新农合有关补偿，每例病人每年最高限补1000元。

最多3个月！
结核病新农合患者报销时间缩短

今年高考生物的命题趋势将会怎样？考生该如何有针
对性进行考前复习？市第三中学高级教师苗茵和洛一高高
三生物备课组组长王芍芳就高频考点和备考对策给出解答。

关注高频考点
苗茵认为近年来的高频考点有：必修1中的细胞结构

与生命历程、细胞代谢中的酶、光合作用与细胞呼吸，必修
2的遗传基本规律及变式应用，必修3的植物激素调节、动
物神经一体液一免疫调节、种群的数量变化、群落的结构和
演替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选修1的植物组织培养、
微生物的培养与分离、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选修3的基因
工程、克隆技术、胚胎工程等。

苗茵建议，也要关注近年来试题中未出现的考点，如细
胞的分子、ATP、细胞的衰老、伴性遗传、基因的本质与表
达、变异与育种、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传统的发酵技术、单
克隆抗体的制备和克隆动物等。

比较归纳错题
王芍芳则称，细胞代谢、遗传与变异、生命活动的调节

和生态系统是4个高频考点，这些考点可以和实验联系起
来，也能和社会焦点问题如雾霾、食品安全等联系起来。

“每套理综卷都有考查这些知识点的非选择题。做几套
理综卷后，就要进行反思，哪一类题容易错？这类题课本上
讲到哪些知识点？此题问什么？自己错在哪里？把错题彻
底搞清楚，以后遇到这类题就不会错了。”王芍芳说，考生要
把同一知识点的错题放在一起比较归纳，才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练习要设时限
王芍芳建议考生在练习时给自己设下时限：在40分钟

内把理综生物6道选择题、4道非选择题、1道选修题做完。
苗茵建议，考生要保证速度与质量的双赢，就要在做题

时手眼脑协调统一：眼到笔到不离题，及时在试卷上圈点标
记出关键词，默读题干信息引导思路，标示选项的对错。这
样既能集中注意力，又能缓
解焦虑情绪。对于难解题
目，不要过分驻足，圈出问
题，也许在作答后面题目时，
会获得解题的灵感。

本报记者 常书香

生物：
归纳考点错题
多做限时练习

25日、26日，在涧西区重庆路第三社区，杨奎烈志愿者
服务队的30多名队员现场包粽子，开展“粽情飘香 端午传
情”义卖活动。义卖所得善款将用于本社区孤寡老人、独居
老人、残障人员和困难户的爱心救助活动。

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程银华 摄

义卖粽子传递温情

儿童节快到了，昨日上午，洛龙区
龙泰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洛龙派出所
送来的特殊礼物——校园安全棋。玩
法简单，涵盖防火、防电、防溺水等30项
校园内外安全知识，校园安全棋受到孩
子们追捧。

下棋学知识，学生很喜欢
记者看到，这副棋的棋盘分为棋子

行走路线图和任务方格两部分。路线
图由75个彩色圆点连接组成，部分圆点
上标有序号；棋盘四周有30个标有序号
的任务方格，每个方格中是不同的安全
知识及任务指令。

校园安全棋的玩法和普通飞行棋
一样：如果棋子落到标有序号的圆点
上，就要根据序号找到对应的安全知识
方格并执行其中的任务指令。

“不在马路上追逐玩耍，进两格”
“ 将 刀 具 等 危 险 品 带 入 学 校 ，退 一
格”……学生们在寻找方格、阅读文字、
执行指令的过程中，既得到乐趣，又能
学到知识。“很好玩，我想带回家跟爸爸
妈妈一起玩！”三年级一班学生李钰龙
说。

与女儿下棋，受到启发
校园安全棋的制作者，是洛龙派出

所定鼎门警务室民警潘丹勇。
潘丹勇身兼辖区两所学校和4所幼

儿园的法制副校长、副园长。他说，自

己平时经常到学校上安全教育课，但枯
燥的讲解很难激起孩子们的学习热
情。1个月前，他与7岁的女儿下飞行棋
受到启发：“如果把安全知识融入棋中，
好玩和学知识岂不一举两得。”

于是，潘丹勇以飞行棋为蓝本，把
学生容易发生危险的情况收集整理，设
计了校园安全棋；后来，又以社区安全
知识为内容设计了社区安全棋。他将
两副棋盘各印了 1000 份，还从网上购
买了棋子、骰子进行配套，免费发放给
学生和社区居民。

已申请专利，欢迎“侵权”
为了确保校园安全棋和社区安全

棋内容的规范、合法，潘丹勇在印刷前，
专门找洛龙派出所法制科的同事把关，
同事纷纷夸赞并建议他申请国家专
利。日前，潘丹勇到市知识产权局进行
咨询并递交了专利申请书。

“不管能不能得到批复，我都欢迎大
家‘侵权’。”潘丹勇说，“‘侵权’越多，安全
知识的普及率就会越高，这是好事。”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见习记者
李冰 文/图

让人们在玩中学习安全知识——

校园安全棋、社区安全棋欢迎“侵权”

潘丹勇为孩子们讲解校园安全棋玩法

“百年留声”博物馆将在洛诞生
由市民张建洛筹建，他收藏的老唱片能铺满4个篮球场

日前，记者来到洛八办纪念馆南
楼二楼，52岁的张建洛手拎两盒老电
影胶片，正小心翼翼地往“百年留声”
博物馆筹备室摆放。

1882年的蜡筒式留声机、16个不
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马金凤

《穆桂英挂帅》孤本草稿唱片、1976年
9 月 18 日洛阳东方红体育场万人悼
念毛泽东等新闻简报、《焦裕禄》等一
排排老电影胶片……置身“百年留声”
博物馆，仿佛走进了时光穿梭机。

张建洛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
1979年入伍到广西边防部队，在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就用相机拍摄了大量照
片。退伍后，他一直从事宣传工作，
1991 年被单位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
学习。

“仅老唱片平铺起来，就能铺满4
个篮球场。”张建洛说，年少时，他就开
始收藏老唱片、老留声机、老电影拷贝

及战争年代的军品等老物件。近 40
年过去，藏品越来越多。

随手拿起一件物件，张建洛都能
讲出一段历史。比如 16 个版本的

《义勇军进行曲》中，最早的版本是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最
珍贵的为 1941 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演唱的版本，这也是首张
由外国人用汉语演唱的中国革命歌
曲唱片。

在众多留声机中，有两台是日本
关东军留下的，上面有“关东军酒保特
选”字样；有一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
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使用过的；还有
一台上面留有“送给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的字样。

除了老电影、老唱片，张建洛的收
藏中还有一部分抗战时期的物品，如
手摇发电机、小号、药箱等，还有一辆
美式敞篷吉普车。

今年年初，一位香港人打听到张建
洛有这么多“宝贝”后，6 次来洛商谈，欲
出资3600万元打包收购他的收藏，在海
南三亚建馆，被张建洛婉言谢绝。

“我是洛阳人，这些东西一定要留在洛
阳！”张建洛说，他要用行动来印证他的名
字”建洛”，把这些东西留给洛阳人民。

为了让更多市民分享他的收藏，张建

洛有了建博物馆的想法。洛八办纪念馆负
责人得知后，就和张建洛商量共建博物馆，
由洛八办纪念馆提供400平方米的展厅，
张建洛提供藏品，把这些珍贵文物展示给
市民，这一提议得到张建洛拍手赞同。

如今，在洛八办纪念馆及市文物局、市
民营博物馆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洛阳“百年
留声”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

市民营博物馆协会会长王支援说，
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
全省首家民营声音博物馆，藏品特色鲜
明，内容丰富，互动性强。博物馆建成
后，市民和游客可免费聆听老唱片中原
汁原味的周璇《天涯歌女》等老歌，也可
团体欣赏老电影。

去年 4 月至 10 月，为丰富进城务工
人员文化生活，张建洛在洛阳新区连续

放映了 200 部经典露天电影。每场都
有 800 多人观看，不仅有建筑工人，还
有附近的市民，这激发了他做公益的
热情。

“今后，我还想让这些老电影进监
狱，给服刑人员看；进社区，给社区居民
看；进机关，把《焦裕禄》等红色电影播放
给党员干部看。”张建洛说。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文/图

40年收藏藏品丰富 婉拒3600万元高价收购

公益让老胶片焕发“青春”

张建洛和他的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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