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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154医院肛肠诊疗中心

省、市医保（新农合）定点医疗单位

全程无痛 微创新技术

健康咨询：

0376-6160154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豫）医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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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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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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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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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孕育热线：

0376-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

豫
)

医广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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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高考生快点看过来
三所高校省内计划招本科生

1.8

万多人
� � � �

随着高招的临近， 不少高校的招生计划
陆续出炉。

2

日，记者从河南工业大学、河南
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了解到，今年这

3

所
高校省内计划招本科生共

1.8

万多人。

河师大
省内计划招本科生

7221

人
新增

4

个本科专业
今年， 河南师范大学本专科招生计划总

数
8260

人，其中本科计划
7940

人（省外计划
719

人、省内计划
7221

人）、专科计划
320

人
（含对口专科

120

人）。 招生规模与去年基本
持平，本科计划略有增加，投在省内的本科招
生计划占本科总计划的

90.9%

。

今年，河师大招生专业共
65

个，新增
4

个本科招生专业，分别是：生态学
60

人、文化
产业管理

60

人、 知识产权
60

人、 旅游管理
100

人（中外合作办学）。

目前，该校本科一批招生专业有
7

个，分
别是：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
学、英语、日语、汉语言文学；扶贫专项招生专
业有

6

个，共计
60

人，分别为：数学与应用数
学

10

人、物理学
10

人、化学
10

人、生物科学
10

人、英语
10

人、汉语言文学
10

人。

六年制本硕连读招生专业有
5

个， 今年
计划招生

70

人，分别为：物理学
20

人、化学
20

人、生物科学
20

人、环境科学
5

人、环境
工程

5

人。 本硕连读招生批次省内设在提前
批并在本科一批控制线上招生录取。

河工大
省内计划招本科生

4630

人
一本专业有望增加到

14

个
今年， 河南工业大学在全国计划招收本

科新生
7090

人，其中在河南招生
4630

人。

本科计划中， 本科一批面向河南招生
1014

人； 本科二批中外合作办学计划
1000

人，面向河南招生
540

人。 专科计划
1560

人
全部在河南省招生。

学校招办副主任张强介绍， 今年学校本
专科招生总体规模与去年相比， 保持基本稳
定。 今年，省外计划继续增加，共有

2460

人，

占整个本科招生规模的
34.7%

。

今年， 河工大本科专业总数达
61

个，新
增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网络与新媒体两个
本科专业，均在本科二批招生，各招

60

人。

中外合作办学专科专业总数
8

个， 新增
工程造价、食品营养与检测、会计、主持与播
音等

4

个专业，共招
580

人。 另外，学校一本
录取的专业有望从

2012

年的
9

个增加至
14

个。

河科大
省内计划招本科生

6511

人
4

个专业仍设本硕连读
今年， 河南科技大学招生总计划

9871

人，其中普通本科计划
8905

人、专升本计划
356

人、 专科计划
610

人， 生源覆盖国内
30

个省（区、市）。

其中， 本专科在河南省计划招生
7121

人，其中专科
610

人、本科
6511

人。 机械制
造、电子信息、生物技术、金融、经济等专业都
增加了招生计划。

今年， 学校本科招生专业总数达到
87

个， 新增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35

人）， 中外合作办学类新增了车辆工程专业
（

105

人）， 会计学专业新增了注册会计师方
向（

45

人），在一本录取。

今年， 学校还增加了新疆哈密地区定向
扶贫计划和面向河南省的免费医学定向计划
50

人，在提前批录取。

此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自动化、临床医学

4

个专业继续
在我省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上择优录取本硕
连读生，每个专业招

10

人，共计
40

人。（河商）

使 用 购 物 袋 该 小 则 小

一年能省不少钱
� � � �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秋艳）逛超
市买菜，为了图省事儿，很多人总是喜欢
一下子扯好几个购物袋， 不管买芹菜还
是买大蒜，统统都是用大号袋子。很少有
人去计算使用大号袋子跟小号袋子之间
的差价。昨日下午，记者在市区一家超市
就遇到了教人“精打细算”的一幕。

“美女， 你还是换个小点的购物袋
吧，那样你会少付一角钱。 ”超市导购员
提醒一位正在买菜的年轻姑娘。

这位小姑娘用一个大号袋子，装了几
头蒜， 称重台上显示应付金额

1.1

元钱。

“换个袋子就能少一角钱，不会吧？ ”小姑
娘将信将疑地去拿了最小号的购物袋，放
到称重台上一称，果然只要

1

元钱。

导购员告诉记者， 他们会根据物体
的体积，在旁边放上相应大小的购物袋，

这样既降低了超市的成本， 也悄悄地为
市民省下了不少钱。

..

“平时还真没有注意到，一大一小的
袋子，竟然能差一角钱……”不少排队称
重的市民开始议论起来， 有的还直接跑
过去重新换了个小袋子。

不过，也有比较细心的市民，早就发
现了这个秘密。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告诉记者，她平时买菜都很注意，一般都
选用小号购物袋。 “一天省几角钱，一年
能省不少钱呢！ ”老太太说道。

两元一盒的餐巾纸，你愿意埋单吗？

� � � �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吴楠）“在饭店
吃饭，一次性餐具要一元钱也就算了，连餐
巾纸也得我们自己掏钱买， 看来以后再出
去吃饭，这些东西只能自己从家里带了！ ”

昨日上午， 市民任女士向记者反映了前些
天与朋友在外吃饭遇到的烦心事。

任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天，她与朋友在
市内一餐馆吃饭，点菜时，服务员自己拿上
来了一盒餐巾纸。席间，因为带有孩子，用纸
较多，她又要了一盒餐巾纸。在结账时，任女
士发现， 账单上注明两盒餐巾纸要收费

4

元，这让任女士很是不解。 “店里的餐巾纸都
是收费的，两元一盒。 ”餐馆工作人员说道。

无奈之下，任女士只好付了餐巾纸的钱。 “倒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你要是收费，在拿上来
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任女士说道。

记者了解到， 市区不少饭店的餐巾纸
确实是收费的， 大都在一元至两元。 采访
中， 不少市民表示也遇到过任女士这样的
情况， 在就餐时都是“未点先送， 餐后结
账”，但因为钱少，也就没有计较。

对于餐巾纸是否应该收费的问题，市
民也是各持己见。 一些可以接受的市民认
为， 付费餐巾纸比免费的质量要好很多。

“有些商家为了省钱，免费提供的餐巾纸大
都是‘三无’产品，质量低劣。 而使用收费的

餐巾纸，虽然花了两元钱，但是用着放心。 ”

其中一位市民说道。 一些反对的市民则表
示，收费可以，但是需要提前告知，不然就
是变相收费。

那么，市民去餐馆就餐，餐巾纸到底该不
该收费呢？我市消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
相关规定，餐饮企业应该提供包括餐具、餐巾
纸等配套服务。如果需要收费的话，商家应该
明确提醒或者在明显位置提示消费者， 尊重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如果商家没
有事先告知或者明确提示消费者， 却要消费
者为餐巾纸埋单，就属于违法行为，消费者可
以到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 � � � � � �随礼让人“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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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吴楠）五月向
来被称作“结婚季”，很多新人会选择在这
样美丽的季节牵手。 于是，不少市民也得忙
碌奔波在一连串的喜宴和婚礼现场之间。

然而， 参加婚宴必不可少的礼金也让很多
人叫苦不迭，感觉“亚历山大”。

在刚刚过去的
3

天“五一”假期里，市
民小许连喝了

5

场喜酒， 送出去的礼金共
达

3000

元， 这让刚参加工作月工资只有
2000

余元的她大呼吃不消。

..

“今年的假期就没敢打算出去旅游，

收到了好几张请柬，基本上都是挨着的日
子， 根本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钱出去玩
了。 ”小许向记者说道，从四月中旬开始，

她就陆续收到了亲朋好友的结婚请柬，大
多数的喜宴都排在“五一”假期前后。 本来
去喝喜酒添喜气是件挺高兴的事，但面对
着超额的预算，小许却真是有点高兴不起
来。

“发请柬的都是亲朋好友， 礼金随少
了，自己面子上也过不去，更何况平时关系
还很不错。 ”小许说，这几个结婚的朋友，每
场婚礼她都随了

500

元， 还有一个是自己
大学的室友，随了

1000

元的礼金，这样下
来， 近两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了喝喜
酒上，大大超出了现有的预算。

小许告诉记者，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她
就开始参加各种婚礼，每年的“五一”，都

会有朋友、同学、同事结婚，礼金少则
200

元，多则上千元，越是关系亲近的人，随的
礼金就越多。 今年三月份刚过，她就开始
省吃俭用， 要不然连随礼的钱都凑不够。

“这小长假哪是让人休闲娱乐的， 简直变
成‘随礼季’了，五月一过，接下来的几个
月势必要月月光了！ ”面对着空空如也的
钱包，五月下旬还有两场婚礼要参加的小
许打趣道。

日子是越过越好，随礼也就越来越多，

然而这不断上涨的礼金也越来越成为压在
不少人心中的“石头”，尤其是对刚参加工
作的年轻人来说，喝喜酒、随礼金简直成了
无法言说的“痛”。

一五月

结婚季

市民正在超市里用购物袋选购果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