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辆“ 爱心送考车”免费送考生
晨报讯（见习记者 郭

坤）

6

月

8

日早上， 市通达

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岳建波

早早地等候在合友花园小

区门口，

7

日下午， 他送的

两位考生在这里下车。记者

从市交通局获悉，今年我市

“爱心送考车” 由

200

辆增

加到

300

辆， 仅

7

日一天，

我市“爱心送考车”免费运

送考生

600

余名。截至记者

发稿时，运送考生的数据还

在进一步统计中。

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郭

明贵告诉记者，“原本计划

高考期间提供

200

辆‘爱心

送考车’，通知发出后，我市

出租车司机积极性非常高，

纷纷向出租车管理科要求

服务考生。”据郭明贵介绍，

6

月

6

日早上下着小雨，山

城区的出租车司机一大早

就冒雨来到毛主席像领取

“爱心送考车”标志。出租车

管理科又连夜赶制了

100

张“爱心送考车”标志发放

到出租车司机手中。

鹤壁高中（新区）考点

外，“爱心送考车”司机刘青

见欣喜地对记者说，早上他

免费运送了

3

位考生，考试

快要结束时，他停止了其他

运送，到鹤壁高中考点等候

考生，他说：“考生寒窗苦读

12

年， 现在是他们最重要

的两天， 作为出租车司机，

我很高兴能领到‘爱心送考

车’标志为考生服务。 ”

郭明贵告诉记者，“高

考前，我们以短信形式给出

租车司机发出了通知，要求

司机在考生下车时主动提

醒考生检查随身携带物品，

如果出租车司机捡到考生

遗忘的物品要及时和出租

车管理科联系，所以今年我

市还没有出现考生把物品

遗忘在出租车上的事情。 ”

晨报讯（记者 肖广

军）为帮助考生正确进行网

上志愿填报，网上志愿填报

系统将于

6

月

9

日正式开

通，

9

日零时至

24

时供考生

演练。

6

月

7

日， 记者从市招

办了解到，征集志愿试行网

上填报，是今年我省高招工

作的一个新变化，再加上专

升本和对口招生，网上志愿

填报可能涉及每个考生。 所

有考生可通过系统邮箱获

取招生考试公共信息，查询

个人信息。 今年普通考生的

原始志愿仍采取填涂志愿

卡形式。 在原始志愿批次，

网上填报系统主要针对专

升本和对口招生的考生。

网上志愿填报必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如操作时间

超过

30

分钟， 系统将自动

关闭填报页面。 考生每次填

报、 修改或浏览完志愿后，

请务必点击“退出登录”并

关闭所有填报志愿的窗口，

以免他人进行不利于考生

的修改和信息收集。

好心夫妇寻失主
准考证失而复得

晨报讯（见习记者 姚

倩倩）“太感谢了，世上还是

好人多啊！ ”在老区鹤壁高

中保安室里，学生张艳凤和

李老师激动地说。

6

月

7

日

12

时，家住市

气体检测管厂家属院的康

师傅，经过山城区小庄路口

时捡到了培红高中学生张

艳凤的高考准考证，康师傅

立即在电台发布了招领启

事。 一个小时过去了，迟迟

没有人来认领。

13

时，按照

准考证上的考点，康师傅与

爱人一起来到鹤壁高中找

失主。 康师傅说，“我家也有

学生，孩子苦读十几年书就

为这次考试，一定得尽快找

到丢失准考证的学生。 ”

13

时多，保安室工作人

员找到了张艳凤和其老师

的联系电话，并与她们取得

了联系。 据李老师讲，当天

中午，学生焦急地寻找准考

证时， 接到保安室的电话。

他们非常感谢康师傅夫妇。

“ 我背脚伤
同伴进考场”

进入考场时，在拥挤的

考生后面，有两位考生格外

显眼。 一位考生右脚缠着厚

厚的纱布，另一位考生背着

他，一步一步走向考场。

11 时 45 分， 记者在考

点出口处等到了这两位考

生。 原来，脚受伤的男生名

叫曹亚飞，是鹤壁二中的考

生， 背着他的男生名叫靳

胜， 是浚县一中的考生，两

人是好朋友。 在离高考还有

一个月的时候，曹亚飞的脚

在打篮球时不小心崴伤了，

直到现在右脚还不能下地

走路。 同在一个考点的靳胜

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背同伴

进出考场的责任。 两人并不

在一个考场， 每场考试，靳

胜都会背着曹亚飞，先把他

送到三楼其所在的考场，然

后再去自己的考场。

“没什么的， 都是应该

的。 ”犹豫着不愿透露姓名

的靳胜对记者说。

晨报记者 赵永强

见习记者 李可 摄

网上志愿填报今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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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6月 9日 星期二

6

月

8

日，高考第二天。

考场内， 考生们重整

士气， 开始了新一天的奋

战。 考场外， 有着家长们

凝望的眼眸， 也有着点点

滴滴温暖的感动。 这些温

情细节在高考现场悄悄上

演， 触动着我们心里最柔

软的部分， 也成了这一季

里最美的风景。

8

时

10

分，在新区鹤壁

高中考点的门前，已聚集了

不少考生和家长。 路边，有

几个女孩正站在一起笑着

聊天。

“我考试， 我妈比我还

紧张。 她昨晚一夜都没睡

着，反而是我去安慰她了。 ”

育才学校的考生小娜笑着

说。

另一个女孩立马接了

腔：“我妈也是。 今天早上

5

点半， 她就起来准备早餐

了。 吃饭时她对我说，‘宝

贝，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根

油条两个鸡蛋，合起来就是

100

分的意思， 希望我的宝

贝能考试圆满’。 ”听了女孩

的话，周围的人都笑了。

在记者采访的两天里，

有位父亲一直坚守在考点

外。 每场考试，他目送儿子

进场， 然后坐在门口等待，

再到考试结束迎接儿子出

来，从没缺席过。

他的儿子张立是鹤壁

高中的一名考生，为了陪儿

子考试， 今天他特意请了

假。“其实也知道帮不上孩

子什么忙，但还是想在这里

陪着他， 这样会安心一些。

等陪他考完最后一门，我也

就放心了。 ”他说。

还有一对父母很特别，

每场考试他们并不送儿子

进场， 而是在开考后到考

场外坐上一个多小时， 快

结束时再离开。 原来， 儿

子王伟怕父母辛苦， 坚决

不让他们陪考， 总不安心

的父母就在开考后悄悄来

到考场外， 陪着考场内的

儿子静静地坐一会儿， 在

考试结束前悄悄离开， 回

家为儿子准备饭菜。

11

时

50

分， 刚走出考

点，考生王静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手机拨起了电话。

电话打给谁？ 王静告诉

记者，是妈妈。 为供她和弟

弟上学，王静的父母远在江

西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

会回家。“我告诉妈妈和爸

爸， 这一场考试结束了，除

了感觉时间紧点，考得还可

以。 刚刚妈妈对我说，孩子，

尽力了就好。 ”听到远方父

母的安慰，王静的眼角不禁

湿润了。

“你看， 在郑州上学的

姐姐前天给我发了短信。 ”

王静拿着手机，一字一句地

读给记者听，“明天参加高

考，出门还得趁早。 付出就

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 别

想分数高低， 放松最为重

要。 老妈最近很累，别忘对

她笑笑， 老爸场场惦念，给

他一个拥抱。 穿得漂漂亮

亮，誓把监考迷倒。 最后提

醒一遍，检查铅笔小刀。 ”

“虽然没有家长陪考，

但我感觉他们都离我很近，

就在我的身边。 ”王静说。

17

时，最后一门考试结

束。 走出考点后，考生张扬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高考前这段时间， 我

累坏了， 这下总算考完

了。” 他对记者说。 “高考

完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面

对记者的询问， 张扬想了

想， 笑着说， “我想要倒

头大睡三天。”

张扬告诉记者，在高考

结束前，他从没睡过一个踏

实觉， 即使周末能睡个懒

觉，也因为高考的压力而睡

不安稳。 如今，高考终于结

束了， 不管考试结果怎样，

总算松一口气了。

还有不少考生表示，

高考结束后， 最想与家人

一起出去旅游， 好好放松

一下。

“我要在家帮妈妈干活

儿，让她好好休息几天。 ”懂

事的考生李晓娜说。

17

时

15

分， 最后一场

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走出

了考场。 在人群中，一个女

孩行色匆匆。

女孩是急着往家赶。

“妈妈做好了饭在等我，这

会儿一定很着急呢！ 我坚决

不让我父母陪考，就怕他们

担心。 回家了我要给妈妈一

个大大的拥抱， 因为我高

考，她专门在学校边租了房

子，已经操劳一个多月了。 ”

女孩说。

“其实我觉得高考时父

母是最累的人了，比我们还

要劳累，甚至担心得睡不着

觉、吃不下饭。 考试结束了，

我们要好好谢谢他们。 ”她

说。

高考结束了，很多故事

却没有结束。 在跟踪采访的

两天中， 留在记者心底的，

是一份又一份感动。 考生

的努力和坚强， 家长的希

冀和盼望， 每一双眼眸，

每一个表情， 都被定格在

了夏日的这个午后。“愿一

切都有好的结果。 ”记者忍

不住合上双手， 在心底默

默为他们祝福……

现场即景：高考进行时（二）

“ 回家给妈妈一个拥抱”

晨报见习记者 李可 记者 陈海寅

最温馨的表达：

一根油条两个鸡蛋

最执著的家长：

陪他考完最后一门

最遥远的安慰：

孩子，尽力了就好

最朴实的愿望：

我要倒头大睡三天

最迫切的期待：

回家给妈妈一个拥抱

采访手记：

晨报讯（记者 张凯

培）

8

日上午，兰苑中学考点

外，考生们三五成群围坐在

学校外，鲜见陪考家长。

8

日

8

时， 兰苑中学考

点外，考生们或低声聊天或

翻看资料，考点周围几乎没

有临时停放的非机动车，也

没有家长模样的市民。

一位考生介绍，他的学

校为封闭式管理，同学们的

家都比较远，今天考试是学

校统一把考生送过来的。 鹤

壁工贸学校带队老师向记

者介绍，学校组织了车辆送

考生，考完之后还会将考生

统一接走安排吃饭和午休。

据兰苑中学办公室主

任周勇介绍，该考点一共设

有

35

个考场， 容纳考生一

千多名。 由于这个考点针对

的是对口升学以及专升本

的考生，考生们的家庭住址

往往距离考点较远，所以一

般由各学校统一接送，因此

陪考的家长会比较少。

兰苑中学考点鲜见“ 陪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