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7 日，在考点外，期待、惶恐中等候考生出现的家长。 此时此刻，个中滋味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6 月 7 日上午 11 时， 吴九凤在女儿张

晴的带领下， 来到了鹤壁市外国语中学考

场外， 一起近距离感受高考。

今年 18 岁的张晴， 在鹤壁市外国语中

学读高二， 因为高考占用教室， 张晴这几

天放假。

当天， 吃过早饭， 张晴跟妈妈商量去

高考现场感受一下高考的气氛， 为自己明

年高考做准备， 吴九凤欣然同意。

吴九凤说： “虽然我没上过几年学，

但一直都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我女儿也

懂事， 学习一直都很踏实， 在班里， 成绩

属于中上等。 今天女儿提出过来感受高考

的气氛， 我觉得挺好。”

吴九凤说， 等上午的考试结束后， 她

们想想问问考生们， 今年考题的难易程度

如何， 大家的感受如何。

“明年的今天就是她上‘战场’ 的时

候了， 让孩子心里有个底儿。 我自己没有

参加过高考， 今天能跟孩子一起来感受一

下高考现场的气氛， 也算弥补了我心中的

遗憾。”

感受高考气氛的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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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陪考家长， 他们比考生更紧张。

不过， 在考点外等候的他们， 也有不少小

绝招儿， 把自己从焦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6 月 7 上午 9 时后， 考生们全部进入考

场， 不少家长依然守候在考点大门外。 一

对看起来有 70 多岁的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

他们特意过来送孙子参加高考， “看，

我们可是有备而来的！” 老人晃了晃手中的

小马扎和手提袋。 只见他们在树阴下， 一

人坐了一个小马扎， 手提袋中有饮料和纯

净水， 还有照相机。 老太太穿着白衣白裤，

戴着太阳镜 ， 很时髦 。 老大爷也没闲着 ，

他不时在附近摆个 POSE （姿势）， 让老伴

儿给他照相。

“孙子今天在这儿考试， 我们也算留

个纪念吧！” 老两口笑呵呵地说。

另一边， 两位考生的父亲闲聊了一会

儿之后， 便从路边捡来了石子和小树枝 ，

下起了棋。 两个人你来我往， 玩得不亦乐

乎， 引得不少人围观。

“坐着没事儿老为孩子的考试担心，

这样分散一下注意力， 寻找点儿乐趣， 也

挺好的。” 其中的一位家长表示。

记录女儿高考历程

□

晨报记者 马珂

6 月 7 日， 在浚县一中分校区考

场外，一位手举相机的考生家长引起

了记者注意。 她说，她要用相机记录

下女儿这几天的高考生活。

这位家长说：“女儿每天的吃住

行，我都在博客中记录下来，写了一

系列备战 2012 年高考的文章，截至 6

日，已经写了十篇了，用图片和文字

记下我们陪她冲刺 2012 年高考的全

部历程。 ”

这位家长说， 等女儿高考之后，

她要把这些东西当做礼物送给女儿。

“希望她的 18 岁能因高考而更

加美丽，希望高考成为她人生中值得

珍藏的风景。 ”这位考生母亲对记者

说， 高考是很多孩子必经的过程，不

管孩子考得如何， 只要她努力就行

了。 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她一直在

悄悄地进行。

“等着她从考场出来， 我要拍下

她走出考点见到我的第一个表情。 ”

这位家长笑着说。

悄悄来了

又悄悄离开

□

晨报记者 渠稳

“我家在鹤山区鹤壁集，我现在在安

阳打工，知道这几天孩子高考，专门向单

位请了假， 今天早上 5 点多坐头班车从

安阳赶到了新区。 ”6 月 7 日上午 10 时，

考生家长陈文安在鹤壁市外国语中学考

点门外等待着已经走入“战场”的孩子。

学生大考，家长“陪烤”，高考首日，

阳光格外强烈。 顶着炎炎烈日，陈文安手

里拿着一把收集到的院校简介不停地扇

动，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情比较紧张。

“高考是孩子的头等大事，也是我们

全家的头等大事，我家不在新区，只能暂

时就近找个小旅馆住下。 ”陈文安说，孩

子平时住校，高考期间，孩子的叔叔特地

让侄子住到了距离考点比较近的家中。

为了保证侄子在高考期间的营养， 孩子

的叔叔也请了假，专门在家做饭。

“因为孩子坚决不让我陪考， 所以，

我过来等他，事先并没有告诉他，怕引起

孩子心理上的波动，影响发挥。 等孩子高

考完，我再告诉他。 ”陈文安说，高考这几

天，他会一直在考场外等候，直到每场考

试结束，看到孩子平安地走出考场，他再

悄悄地离开。

在炎炎的烈日下， 陈文安静静地陪

“烤”，让记者深刻领悟到“可怜天下父母

心”这句话的含义。

6 月 7 日 8 时 45 分， 大部分考

生已经进入考场。 在新区的两个考

点外， 一些家长仍守在门外不愿离

开。

“孩子高二的时候我和他爸就来

踩过点， 现在我们还记得去年的今

天那种紧张的心情。 孩子进考场前，

我和他爸扭头就走。 可担心孩子忘

拿东西再回家拿取来不及 ， 我又回

来了。” 一位考生家长告诉记者， 孩

子的心态不错， 倒是家长压力很大，

“孩子辛苦了这么久， 我希望他超水

平发挥， 考上理想的大学。”

“进考场前， 孩子给了我一个大

大的拥抱 ， 让我感受到了他的信

心！” 一位准备离开考点的家长告诉

记者， 只要孩子发挥正常的水平就

好。

“孩子已经大了， 陪考与否不

是问题， 家长在考场外待一会儿，

主要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 这位家

长说。

6 月 7 日上午 8 时 30 分 ， 在鹤壁市外

国语中学考点， 考生开始陆续进场， 刚刚

开车跟随儿子赶到 的 齐 先 生 对 记 者 说 ：

“我比参加高考的儿子还紧张！”

齐先生在河北唐山上班， 这两天儿子

参加高考， 他也无心工作。 6 月 5 日， 他开

了 7 个小时的车 ， 专程从唐山赶回鹤壁，

想陪着儿子度过高考的这几天。

不料， 他的儿子并不希望家人送自己

到考点， 7 日一大早， 便独自骑着电动车去

了考点。 儿子走后， 齐先生担心孩子落下

什么东西， 所以， 他开车偷偷跟着儿子来

到考点外。 “万一孩子忘带什么东西， 我

在外面等着也好帮他。” 齐先生笑着说。

齐先生说， 他儿子平时学习非常努力，

还参加过省里的航模大赛， 并且获得了冠

军。 他自己常年在外工作， 发现近几年的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他挺为孩子的将来担

心。 “孩子起早贪黑地复习， 付出了很多！

做家长的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希望孩子

能发挥出最高水平， 考上理想的高校。” 齐

先生笑着说。

父亲从唐山赶来助考

□

晨报记者 李旭阳

比考生更紧张的是家长

□

晨报记者 韩文雪

守候希望

□

晨报记者 秦颖

“能进去给他送点儿钱吗？ 我很快就

出来。 ”在淇县职业中专考点外，一位焦

急的女士一手推着电动车， 一手拿着 10

元钱递给考务人员。

原来， 这位姓刘的女士担心儿子中

午没钱吃饭， 想请考务人员帮忙给孩子

送饭钱。 在刘女士恳求下，考务工作人员

在开考前，把这 10 元钱，送到了刘女士

儿子的手中。

刘女士说， 她家离淇县职业中专考

点有十几里，一大早，她用电动车带着儿

子，骑了 40 分钟才来到考点。“中午时间

紧回不了家，我要给他留 10 元钱吃饭。 ”

刘女士说。

骑车十几里

送儿子考试

□

晨报记者 席适之

□

晨报记者 李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