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特长生
●重大国际体育比赛集体或个人项

目前6名

●全国性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前6名

●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的考
生（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
术、游泳、羽毛球8项）。

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

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考生。

科技类竞赛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

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

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奖项

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

被认定为思想政治品德方面

有突出事迹的考生（限获市级以上

表彰见义勇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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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涛

我省老年人口已达1030.9万

城乡基础养老金
每月70元太低了

我省调整和规范
高考加分政策出台
全国性加分取消四项保留四项
加分申报5月25日截止

我省调整和规范高考加分政策正式出台。总体来看，取消了四项，保留四项，地方性加分项目有两
项。其中，2015年1月1日之前在高中阶段已取得被取消四项的有关奖项、名次、称号的应届毕业生，仍
具有加分资格。申报加分的截止日期为5月25日，尚未申报的考生要抓紧时间了。

加分取消
如何鼓励中学生
特长发展

？
加分申报5月25日截止

2015年申报高考加分截止时间为5月25日。

政策加分由符合条件的考生本人在高考报名时到当地

考生考试机构申报，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其中：

1.少数民族考生的资格审查由县及以上民族工作部门负

责并出具证明；

2.“烈士子女”、“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资格审查由县及以

上民政部门负责并出具证明；

3.“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侨眷、

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即全国性加分项目“归侨、华侨子女、归

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以外的“侨眷和港澳同胞及其眷

属”）资格审查由地市及以上侨务部门负责并出具证明；

4.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考生（限获市级以上

表彰见义勇为者）资格由市及以上民政部门负责审核；

5.体育特长生运动员等级资格审核由省体育局负责，统

一测试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会同省体育局组织实施；

6.奥赛、科技竞赛类资格审核由省科协负责；

7．“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

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资格由省军区政治部负责

审核。

2015年1月1日之前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已取得上述项目有关奖项、名次、称号的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考生，仍具有加分资格，加分分值为5分。对申请加分考生的运动员（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资质由省体育局进行

复核复测，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按相关标准组织测试（具体安排另文通知）。

2015年1月1日起，取消以下高考加分项目，此后获得

相关奖项、名次、称号的考生均不再具备高考加分资格

取消四项
今年之前获得仍有效

烈士子女

（10分）

归侨、华侨子女、
归侨子女
台湾省籍考生

（10分）

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

（10分）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
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

（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
称号的退役军人

（20分）

保留四项

●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

（5 分）（全国性加分项目以外

的“侨眷和港澳同胞及其眷属”）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5 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

少数民族考生）

以上两项地方性加分项目仅

适用于我省省属高校招生。享受

高考政策加分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名单可登录省考试院官网查询

（http://www.ahzsks.cn/）。

地方性加分项目两项
适用省属高校：

据省考试院介绍，考

生的相关特长、突出事迹、

优秀表现等情况记入学生

综合素质档案或考生档案，

供高校录取时参考。

另外，鼓励具有体育、

艺术特长的学生报考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高校艺术

团，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单独考试招

生或报考相关体育、艺术专

业。同时，考生的相关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也可作为

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优先给

予初审通过的条件等。

调查：
至2014年底，我省老年人口1030.9万

截至 2014 年底，我省常住人口中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030.9 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17%，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其

中，受人口生育水平下降、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加和青壮年人

口外流三个因素影响，我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家

庭养老压力增大、劳动力资源短缺、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等问题

日渐凸显。

所检查的合肥、亳州、阜阳、六安、马鞍山、黄山六市中，

截至 2014 年底，除了马鞍山市，五市每千名老人拥有的机构

养老床位数，与我省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全

省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力争达到 40 张”目标还有

较大差距。

基础养老金：
每月70元无法保障养老

“各市已建立的覆盖城乡养老保障体，和医疗保险体系保

障水平相对较低。每月70元的城乡基础养老金，与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所规定的‘国家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相去甚远，因为保障标准偏低。”据陈先森介绍，

一些地方群众参保意愿不强，个别市参保率仅有70％左右。

新农合和大病医疗保险、大病救助制度的建立，缓解了农

村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但是，农村老年人一旦患了大病，

面对几万、十几万元甚至更高的医疗费用，有的实在无力支

付，只得放弃治疗。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照料的能力

日益萎缩，养老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为老服务设施不足，家

政服务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等为老服务项目较少，空巢老人、

失独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亟需的护理从业人员缺口较大。

管理者太多：
省老龄委成员单位就有26个，没合力

“基层老龄工作人员、经费投入不足，老龄工作机构还不

健全，老龄委成员单位之间衔接不够。”据悉，老龄工作是一项

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仅省老龄委成员单位就有26

个。但是成员单位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各级别单位之间资源

未能互通共享等，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据吴旭军介绍，现有老龄政策法规需进一步落

实。社会上仍然存在不愿赡养老年人、干涉老年人婚姻、侵

占老年人财产，甚至侮辱和虐待老年人的现象，各项老龄政

策法规落实需要加强，以及农村老年社会保障水平需进一步

提高。农村空巢高龄老年人逐渐增多，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不

足，社会保障水平低，养老和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仍是一个

薄弱环节。

在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后，我省将按照不低于城乡居

民上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的 60%，合理确定特困人员供养

标准，全面建立施行低收入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和高

龄津贴制度，探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力争今

年末城市养老机构中，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数所占比重达

到 50%以上。

5月19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先森所作的关于“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省民政厅厅长吴
旭军所作的关于“我省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
告”。两份报告都直揭，我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
加快，家庭养老压力增大、劳动力资源短缺、养老服务
供需矛盾等问题日渐凸显。

□星级记者 俞宝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