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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今年高考，全市理科第二名、理科数
学单科第一名年仅16岁——

两次跳级的
高考考生佼佼者

■编者按 一本上线首次突破 600 人大关，全市
理科前 10 名洛一高就占 5 名，4 人夺得 3 项全市单科
第一名……2014年高考，洛一高迎来“大年”。百年一
高强势归来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请关
注《洛一高“学霸”们的学习“密码”》系列报道。

□见习记者 王冰 文/图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
66778866反映，春都路古仓街立
交桥维修期间（详见本报6月24
日A02版），一些经由此路段的
公交车停靠点调整，致使自己要
多走4站“冤枉路”。他们不解：
为何公交车不能行驶到离施工地
较近的站点再折返？

1日，洛阳晚报记者乘坐19
路公交车前往古仓街立交桥，如
市民所说，车行至定鼎大桥附近
的春都路东道口东站点即折返，
距古仓街立交桥尚有4站，公交车
为何选择在此就掉头呢？带着这
一疑问，我们采访了市公交集团
运营安全部负责线路的总调王
斐，他解释，18路、19路公交车属
车身长10.5米的大型公交车，在
古仓街立交桥被确定为危桥，设
置隔离墩后，他们到现场考察发
现，春都路东道口东至古仓街立

交桥之间的站点，没有适合该类
公交车掉头的场地。

王斐还说，春都路路面较
窄，虽然岳村处有个岔口，但经
开车实地停靠发现，公交车在此

掉头比较困难，且有安全隐患，
因此公交车才在春都路东道口
东站点折返，“这一路段预计7
月中旬完工通车，届时公交车恢
复原线路运行”。

公交车咋不开近点儿？只因身长难掉头
市公交集团：古仓街立交桥预计7月中旬完工通车，届时公交车恢复原线路运行

□记者 孙利华 见习记者 朱艳艳

“实际成绩比估分高了30多分，在意料之外，但也
在情理之中，因为平时确实努力了。”昨日，洛一高学子
朱浩哲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自己的
努力和良好的心态。

朱浩哲今年只有16岁，他以高考裸分683的分数，
取得了今年全市理科第二名的成绩。其中，数学成绩
148分，与校友苗浩洁并列成为全市理科数学第一名。

朱浩哲说自己从小学习成绩就不错，小学四年级
和六年级两次跳级，因此今年参加高考时只有16岁。
提起跳级的事，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后来，上了初中的他，渐渐对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在高考前的模拟三练时，朱浩哲就考出了理科全校
第一、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谈起学习好的秘诀，朱浩
哲说，就是不停地“刷题”，总结做题方法，“做的题多
了，什么题型都见过，高考考什么都不害怕”。

朱浩哲告诉我们，高三备考这一年，自己平均每天
都要做8张卷子。同样类型的题目，他会总结出规律，
找出解题通法，甚至总结出通用公式。“今年高考数学
的一道12分大题，我就是套用自己总结的公式做出来
的。”言语中，他满是自豪。

学习之余，朱浩哲常常和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缓解
压力。“运动之后，学习效率会提高很多。”朱浩哲说，在
考试的前一天，他还跟爸爸打了一个小时的乒乓球，看
了美剧《生活大爆炸》，彻底放松心情，保持考前的良好
心态。

友好提醒：如果您想与洛一高的“学霸”们有
更多交流，请您参加7月 5日上午8时 30分在洛
一高校内举行的“学霸”面对面公益活动，当天还
有洛一高名师学习方法公益讲座。咨询电话：
65503111、63969788。

古仓街立交桥封闭维修现场

□记者 常书香 见习记者 张宁
通讯员 徐巧丽

烈日当头，在嵩县德亭镇杨
湾村的一个小山坳里，一个瘦小
的男孩拽着一大捆树枝吃力地往
山下走，汗水滴到了崎岖的山路
上。下山后，男孩熟练地把树枝
劈成细棍，垛到后院。

男孩名叫张俊，今年13岁，
他和奶奶、弟弟相依为命，用稚嫩
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家庭变故，让他一夜间长大

2010年9月之前，张俊一家

一直在县城生活。父亲是一位牙
医，母亲在家照顾张俊和弟弟，一
家四口其乐融融。2010年 9月
的一天，噩耗传来：张俊的父亲开
车与一辆大货车追尾，离开了他
们。没了生活来源，母子三人只
好搬回老家。一年后，母亲离家
出走。

奶奶崔巧说：“俊娃从城里
回来之后，一直很懂事。我在地
里干活，他就会在家把饭做好。”
崔巧患有胆囊炎，闻到油烟味就
恶心。原本住校的张俊心疼奶
奶，坚持每天回家帮奶奶炒菜。

孝心少年,感动众多好心人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快点儿
长大，学医给奶奶治病，挣钱养
家。”张俊说。

暑假农活多，张俊天天跟奶

奶去地里干活，回家后，还帮奶奶
捶捶肿胀变形的双腿。

2011年，在学校的帮助下，
张俊和弟弟成了免费的住校
生。张俊却发起愁来：奶奶晚
上独自在家，生病了或不舒服
了怎么办？思前想后，他和弟
弟决定，每人一天轮流回来陪
奶奶住。

张俊的孝顺和懂事引发了社
会爱心人士的关注。志愿者们捐
款捐物，专门来德亭镇看望张俊
一家。看到张俊家电视机坏了，
县领导把自己家的电视机送了过
来。一名在县城做生意的爱心人
士每月给张俊家1000元生活费，
却不愿留名。

这一切，张俊只能用努力学
习和好成绩来回报。他说：“不好
好学习，就对不起奶奶的养育和
好心人的帮助。”

张俊：孝心少年感动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