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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庞小丽
又到高考时。连续6年，每年高考时我都负责一支爱心

送考车队的协调、调度。我们安全、准时接送考生，并在
这个过程中收获感动和快乐。

2016年，临近高考时，市自驾游协会会长老牛给我下
达了任务，协会组织的送考车队由我负责。十多年来，我
一直跟随自驾游团队做公益，大家彼此都很信任。

从来没有参加过送考，但既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就必须
做好。当时自驾游协会建有好几个送考群，我在群中筛选
出能抽出两天时间送考的车主，我们建了个核心群，大家
纷纷献计献策，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当时需要接送的考生电话和考点信息都提前发给了
我。6月5日下午，我在家筹划了四个多小时：一辆车安排
几个孩子？怎么安排不浪费车辆？还有车主电话、考生电
话，我确认、核对了很多遍。

高考期间，我们从早上七点开始接送、等待，到晚上
七点多才结束。上班的请假了，经商的关门了，家里孩子
没人接自己淋雨回家了……这些事情至今回忆起来，心底
还有点点滴滴的感动。最后一场考试快结束时下起雨来，
送考车车主拿着手机不停发语音、报路况、报平安、报人
数，一群平时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为了同一个目标组成了
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团队。

送考结束后，看着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听着一声声
“感谢”，我内心无比欣慰。我相信能在我们接送的考生心
里种下爱的种子，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们也会回报社会。

当年送考结束，我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三
天时间，终于在送完最后一车孩子后长出一口气，瞬间感
觉精疲力尽。感谢我们这个车队的兄弟姐妹们！”

2017年我们自驾游协会组织的爱心送考车队共有50辆
车，还是由我负责。经协调，送考车直接进学校，点对点接
送。

2018年我们仍旧组织了50辆送考车。这一年公交公司
为考生配备了多辆大巴。更高效的送考，使我们这些为送
考共同努力数年的人都很欣慰。

2019 年和 2020 年，我们点对点接送专升本的孩子；
2020年，英姿飒爽的摩托车队也加入了送考队伍。

今年，我和朋友们又参加了爱心送考。我们的目的就是
为考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守护孩子们走向星辰大海的征
途。

爱心送考 为梦护航

■李 季
升入高三后，班里气氛无形中紧张起来。抄

满歌词和名人名言的笔记本以及课外书都被悄悄
收了起来。那颗迷茫的心，向着高考这唯一的目
标靠近。

我买了个手电，宿舍熄灯后还要躲在被窝里用
手电看书。第二轮复习时，我经常头痛、头晕。开
始我不当回事儿，以为是感冒。过了两天，同桌看
出来后，急忙陪我去卫生室。女校医一听症状，马
上说是神经衰弱。我一听心情就沉重起来。校医温
和地笑了笑说：“不要紧，年年都有毕业生患神经衰
弱，你这还是轻微的。一定不要再给自己施加压
力、不要再开夜车了，休息好才能学习好。”接着
告诉我要培养乐观情绪、保持充足睡眠，并注意调
节饮食，又给我开了药。

后来我头痛、头晕的症状轻一阵子、重一阵
子，有时半夜睡不着，有时在课堂上沉睡不醒，
情绪也波动很大，经常为做不出来一道题而摔
笔、撕作业本、扔教科书、砸文具盒。同桌总是
默默地为我收拾书本、文具，等我自己平静下
来。“五一”放假回家，母亲看出我压力很大，劝
我说：“别有思想压力，爹和娘也没逼着你考大
学，考不上了咱想其他门路。”父亲说：“咱村里
小学正缺老师，考不上回来教书，没啥大不了
的。”班主任也常劝导我们：“人生的路有千万
条，条条大路通罗马。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但
不能成天惦记着考大学，老想着考不上怎么办；
只管好好学，学到自己肚里谁也拿不走。”学校召
集毕业班学生开会时，老校长说：“无限风光在险
峰。年轻人要自觉地把困难当成砥砺理想的磨刀
石，锲而不舍地为理想而奋斗。我不奢望你们每
个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唯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有
安身立命之本。”

我的心就此沉静下来，神经衰弱也随之好了。
栀子花开的时候，学校组织毕业班照合影，

校园里开始充满惜别之情。同宿舍的、要好的同
学相约去照相馆单独合影，互相送照片、笔记
本，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鼓励的话。我和同桌也
单独照了合影，相约着高考结束了，骑自行车去
寻史河的源头。史河是我们县城最大的一条河，
源头在另一个省。

高考结束后，大家回到宿舍默默收拾被褥衣
物。我推着自行车驮着几个同学的东西，把他们
送到车站。等他们坐车走后，我独自返回校园。

学校里人已走空，校园一片寂静。满园的梧
桐树叶像挥别的手掌在风中轻摇，斜阳仍挂在西
天，温情地洒满校园。我无限留恋地走过校园的

每一个角落。我们高一
时栽在东墙边的小松树
已高过院墙了，三年的
美好时光转瞬即逝。三
年来，我们读过的书、
受过的苦，都在使我们
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时
候我们把高考当作终
点，但很快我们就明白
了，那只是一个起点。

栀子花开的初夏

■郑颖勇
高考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86年，我高中毕业

了。那时候参加高考要通过预选考试。6月初，许昌地区统
一出题考试，预选不上就没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资格了。
这年，我以20多分之差没有进入预选线，主要是因为英语
和数学两科成绩差。

那年全班50多人，高考预选后仅10多名同学进入了预选
线。他们继续学习，等待参加七月的高考，其他人都回家了。

考生多、高校少，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谓“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 如果金榜题名，就可以跳出农门，吃上“商
品粮”，改变一生的命运。

那年落榜后，6月份我回到家，正是“三夏”大忙季
节，我在繁重的劳动中体验到农人的艰辛。因为一直在上
学，很多农活儿我都干不好，也不会驾驭牲口、使用农具，
因此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

面对挫折和失败，我很不甘心。九月的一天，一位来找
我玩的同学说，我们原来的班主任让我回校复习，明年再参
加高考。

1987年国家取消了预选考试，每一位考生都可以直接
参加高考。那年高考我考上了许昌师专。从学校领取录取
通知书回到家，爸爸妈妈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拿着通知
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成了村里恢复高考后最早的大学生。

经历高考落榜的打击，我认识到学习时不能仅凭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要全面发展，各学科成绩都要优秀。

高考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失败了并不可怕，在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不放弃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我的两次高考

■杨新伟
在迎接高考的日子里，面对孩子们求助的眼

神，我作为老师，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一起迎
接命运的挑战，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发出来自
心底的呐喊：“来，咱们一起扛。”

去年1月中旬，学校的高三艺术班开始上文化
课。艺术班的学生高三上半年要完成专业课学习
与考试，与其他班相比晚开学4个月。这班学生到
校后非常努力，他们深知自己复习应考时间短，
要在短时期内调整好状态。他们大多基础较差，
课本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有些同学对能不能在

半年内复习好所学功课产生疑虑。我一方面在
课堂上开导他们，一方面和某些同学谈心。我
说，尽管时间有限，但大家面临的情况是相同

的。只要充分利用好所余时间，把基础知识
掌握好、把基本方法运用好，就一定能取
得好成绩。

这些学生由于开始复习时间晚，在最
初几次模拟考试中表现得不太好，很大一
部分学生悲观失望，甚至出现厌学情绪。
我就给他们耐心解释，鼓励他们。在我的

劝导下，大部分同学放下包袱，投入
到紧张的复习中去。课堂上，我

优化内容，力争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所学
内容。课下我对学生所提问题耐心解答，从来不因
为有些问题简单而不给学生讲。我觉得只要学生能
够深入进去，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有一位女同学平常学习很努力，但总是考得不
理想。我拿起她的试卷分析错题，找出原因，给她
归纳题的类型，让她不再出现类似错误。同时让她
懂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全面复习、掌握基础知识，
而不是盲目刷题。做题是为了查漏补缺，不是为做
题而做题。经过我的指导，加上她的努力，高考时
她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高考分数公布的那一天，我问了几名学生，
我所教的历史课他们都考得不错。这些学生
说，在备考最紧张的阶段，我给了他们信心，
从而使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和学习上的诸多困难，
取得较好的成绩，他
们发自内心地感谢
我。我感到很欣慰。
作为一名教师，帮助
学生是应该的，特别
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
要有担当，要和学生
共渡难关。

来，咱们一起扛

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高考
编者按：

挑灯夜战，伏案苦读，放飞理想……高考拼搏的日日夜夜，有父母、师长的殷切期盼，有同窗好友的携手奋斗，有梦想将
要实现的喜悦。在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里，发生过哪些让你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故事？时逢高考，我们组织、编发了这组
稿件，这里有对奋斗青春的追忆，有父母目送孩子进考场的激动心情，有老师对学生的深切祝福，有社会各界对考生的关
爱……让我们回望星辰大海的征途，并祝愿每一个为了梦想披荆斩棘、努力奔跑的考生都能心想事成！

■魏增瑞
1977年的高考是提前两个月突然发布的消息。由

于此前十年没有高考，考生很多。当时我没有老师辅
导，也没有参考资料，复习了两个月后，就像刚刚训
练的新兵一下子投入到战场，对战争输赢完全没有把
握。

第一场语文考试还算顺利，但下午的数学考试却
像当头一棒把多数考生都给打蒙了：数学试题没有难
易梯度，第一题就是综合性很强的计算题，整体比较
难。数学考试失利后，许多人幻想第二天会有转机，
但第二天上午的理化考试又粉碎了多数考生的梦，因
为物理和化学对于基础薄弱的农村考生来说是难以逾
越的高山。

那天中午，我和几位同时参加高考的朋友都默默
无语，沮丧的心情毫无遮拦地写在脸上，失望的气氛

笼罩着曾经满怀希望的年轻人。
突然，不知谁冒出一句：“不考了，回家！”年轻

人容易冲动，于是，大伙儿便附和着要一块回家去，
颇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英雄气概”。

走到街上，觉得后边有人轻轻拉我的衣角，回头
一看，是杨少华。

我和少华都在机械厂做临时工，同一年高中毕
业，年龄相仿，为人都老实木讷，故而成了好朋友，
并且那一年我和他都参加了高考。

少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不能回家呀。”
“没有希望了，考下去还有啥意思？”我固执地说。
“没考完，谁知道自己行不行？再说，咱们没考完

就回家，人家不笑话吗？”少华说。
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一犹豫，就被他拉进了临街

的饭馆里。“咱先吃饭，下午一定要考。”少华斩钉截

铁的话语令我不由冷静下来。
吃了饭，我们又按时回到考场。看我俩回来，其

他几个人也都回来了，认真答完最后一张试卷。
当年我考上了大学，少华却落榜了。几年前，我

又见到了他。他的头发、胡子有些花白，如同一棵大
树由春天到了秋天，叶子由翠绿过渡到浅黄。

我们又回忆起那次高考，感触颇深。
我不知道，那一次高考杨少华如果不拉我的衣

角，现在的我会是什么结局。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
那次被轻轻拉动了衣角，使我坚持到了最后，从而改
变了人生的轨迹。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张大学录取
通知书，更是饱满而丰盈的人生。

亲历1977年高考

■郎新华
我没有经历过高考，上大学成了我心中一个不能

实现的梦。每年高考季，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
我都会热泪盈眶。

儿子今年参加高考。6月7日，目送儿子走进考
场，我的眼眶不由又湿润了。这泪水中饱含对儿子的
爱，更是为儿子即将开启新征程而激动、不安。

从儿子上高中那天起，我的闹钟就调到了凌晨4
点30分，我得保证在凌晨5点30分前把营养丰富的
早餐摆上餐桌。一年四季，当闹钟响起，我与睡意斗
争过，却从未投降过。一个母亲的信念是强大的，让
儿子吃好早餐、不能让儿子迟到是我朴素的坚持。6
点15分左右把儿子送到校门口，我会拿起手机拍一
张校门口的照片，配一个“早”字，加上爱心表情发
到朋友圈。冬天的早上，6点15分还是一片漆黑；春
秋季节，6点15分晨曦微露；夏季，6点15分阳光灿
烂……三年时间飞逝，我用心付出，不敢稍有懈怡。

儿子学习成绩一般。他所在的重点高中优秀孩子云
集。儿子初中时底子弱，在学习上有些吃力。面对不理
想的成绩，我鼓励过他，也对他怒吼过。我想让他知道，

只有全力以赴，才能不
负韶华。

高三模拟考试，儿子的成绩依然
不理想，我陷入了焦虑，晚上家人都入睡
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流泪，心想儿
子成绩不好，一定是因为我说得太多了，是我的教育方
法不对，是我做得不够好。我开始自我怀疑，孩子眼中
那个温和坚定的妈妈迷茫了。先生一直在劝慰我：不厌
学，知道体贴、孝顺父母就是好孩子。是呀，儿子的高
考，我却把强烈的个人意愿强加给他，使他压力陡增，
我也心力交瘁。我应该把高考还给儿子，结果是好是坏
让他自己去面对、去承担。放下了焦虑，和儿子一起备
战高考的日子从容了许多。

高考前儿子跟我聊天，他小声说：“妈妈，我上
高中期间不够努力，你却为我做了那么多，我都记在
心里。我会努力考个好大学，今年考不好，我就再考
一年。”儿子说完，我又泪湿眼眶，拥抱了一下儿子
瘦弱的肩膀，坚定地对他说：“儿子，找到努力的方
向，你一定会赢得高考！妈妈永远相信你、支持你。”

孩子，考场外，妈妈祝愿你梦想成真。

送儿子上考场

■张卫军
当孩子稚嫩的脚步踏入校门时，

就开始和父母一起迎战高考。一路走
来，孩子和父母都付出了艰辛的汗
水、收获了幸福的涟漪。从齐心协力

“降妖捉怪”，到剑拔弩张反目成
“仇”，再到对抗冷战形同陌路，后来又握手言和冰释前
嫌，直至苦尽甘来，其中的苦辣酸甜唯有自知。

最初每一个父母都怀着希冀，憧憬孩子有一天会上
清华进北大，成龙成凤。待到读初中后，发现孩子好像
有点普通，也罢，将来能上重点高中考“985”“211”，
也就心满意足了。不知不觉孩子进了高中，才发觉现实
真的很残酷，只盼孩子能考个好一本就称心如意了。

曾经，懵懂无知的儿女经常跟父母不在同一频道
上。孩子对学习心不在焉，父母会愤怒急躁、气急败
坏；孩子成绩忽然下降，父母会焦虑难眠、忧心如
焚；看到孩子消瘦的面庞、单薄的身躯，父母又感到
揪心和无助；当孩子走了弯路且不听劝阻时，父母顿
感心灰意冷；孩子学习进步了，父母高兴得像个孩子。

高考并不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衡量标准。很多父母

在无数次反思中终于悟出这个浅显的道
理。无论成败，家长都要和孩子一起面
对。回头看看，孩子历经诸多磨难、承
受N次打击，顶住难以言说的压力，我
们打心眼儿里心疼；孩子一天天长高
了、稳重了、成熟了，我们发自肺腑地

高兴。高中三年，一千多个日子里，妈妈4点多起床，精
心为孩子准备每一顿早餐；晚上陪孩子熬夜，打开电视又
立刻关上，偷偷看会儿手机又赶快收起，怕影响孩子的学
习，真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陪儿读书时。

临近高考，父母都变了。暴躁的不再暴躁，争吵
的不再有分歧，高声大气的开始窃窃私语，不善做饭
的开始研究厨艺，不常看书的开始学习考前心理调适
方法，知道了焦虑无用、缓解紧张情绪需要深呼吸。

从父母严格管控到孩子的抗争、独立，经过多个
回合此消彼长的较量之后，我们终于明白：父母子女
一场，终究是割舍和分离。

回顾12年来的求学点滴，我们都一路修炼、一路成
长。割舍是一种痛苦，分离是一种心酸，但我们仍毅然
送孩子到远方去。

高考是亲子间的一场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