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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摆摊奶奶全程陪考，盼他考好又怕他走远

三三年年前前陪陪中中考考上上了了晚晚报报
如如今今带带上上报报纸纸陪陪高高考考

高考语文开考后，烟台
一中考场外有不少家长在
等待，其中一位大爷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他手里拿着一
份三年前的《齐鲁晚报》，上
面登有孙子李超洋参加中
考的照片，那年李超洋中考
考了730分，他希望这张报纸
能继续带给李超洋好运。

这位大爷叫李阿言，今
年72岁。三年前李超洋中考，
当考试结束走出考场时，本
报记者拍下了他和同学们
的照片，并刊登在第二天的
报纸上，李阿言看到后便珍
藏了起来。“挺幸运，当年李
超洋考了730分，排名很靠
前。”李阿言介绍说，当年孙
子顺利考入了烟台三中，而
合影的同学也都上了700分。

转眼间三年过去，李超
洋要参加高考了，作为爷爷
的李阿言想继续陪着他。考
试前一天，他和李超洋在烟

台一中考点附近的酒店租
了一间房，孩子的妈妈也特
意请了假，专门做饭。

“陪不陪考，孩子没有过
多要求，我是想陪着他，减轻
一些心理压力。”李阿言说，孩
子升初中、高中都是他陪考，
这次也不例外。在学校，李超
洋的成绩一直不错，经常能考
650 分左右，排名也很靠前。在
平时，李超洋放学回家从来不
看书，总是想着打球，父母只
能劝他尽快休息，但是考前那
天晚上，他竟破天荒地看了看
书，让他这个爷爷有些意外。

送孩子之前，李阿言特
意带上了那份刊登着李超
洋照片的报纸，希望能继续
带来好运。对于未来李超洋
的规划，李阿言说，孙子的
身体很好，视力也不错，父
母希望他考军校，但在爷爷
看来，他更尊重孩子自己的
意愿。 本报记者 柳斌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于丽丽

一天乘公交
往返六小时

上午9点，开考铃声响起，
济南中学校门口聚集的家长们
陆续散去。但在紧锁的大门前，
79岁的李桂荣迟迟不愿离开。
她拿出手机，探入铁栅栏内试
着拍下考场内的景象，但由于
对手机不太熟悉，反复试了好
久，才拍下三张照片。“我想拍
下校内的横幅。”李桂荣说，“很
励志，要留作纪念。”

横幅上写着“今日散播梦
想，明朝国家栋梁”，这正是她
对孙子渠宏源的期盼。17 岁的
渠宏源，来自山东省实验中学。

到了9点半左右，李桂荣匆
匆离开，搭上32路公交车往家
赶。她家住在西苑小区，距离济
南中学有 10 站地，加上等车和
堵车的时间，大概得一个小时。
为了怕迟到，祖孙俩早上7点就
出门了，但考虑到中午时间比较
紧张，李桂荣怕来回折腾时间赶

不及，就趁孙子考试时，自己再
回去一趟，确认一下来回所需的
时间，以便心里有数。

上午 10 点半，李桂荣到了
家，没顾上歇脚又重新上了车，
在 11 点半考试结束前她要赶
回考场，陪孙子回家吃饭。如果
算上下午接送，李桂荣一天要
坐六趟公交，六个小时在路上。

亲戚离得近

请孩子吃饭被她拒绝

中午已经过了12点半，祖
孙俩才赶到家。妈妈做好了午
饭，有西红柿炒鸡蛋、清炒西葫
芦、烧鸡，还有小米粥。不过，孩
子刚回家，妈妈就得立马离开
了。她跟丈夫是下岗职工，在附
近开了一个凉皮摊，从早上6点
半一直到晚上10点半，中午正
是最忙的时候，脱不开身。

父母早出晚归，照顾孩子
的重担就落到了李桂荣身上。

“他从小就跟着我。”家里只有
两个卧室，只好父母睡一间，奶
奶和孙子睡一间，俩人朝夕相
处。作为一个退休二十多年的
初中语文老师，李桂荣带孙子

很有一套。孙子的名字就是她
给起的。已经过世的爷爷是地
理老师，也是渠宏源的榜样。

“其实平时不用操心，他
很自觉。因为父母指望不上，
个人奋斗才能有出路。”渠宏
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省实
验中学。上午采访中，孩子的
班主任正好路过，她对渠宏
源也是称赞有加。渠宏源学
的是理科，每次考试都是班
里第一，成绩稳定在690分左
右。考前一次模拟考试，他考
了级部第二名。

每次家长会，也都是李桂
荣参加。“孩子爸妈的话都不
听，只听我的。”李桂荣说。

高考这两天，一切按平时
来。虽然中午一个住在考场附
近的亲戚让渠宏源去家里吃
饭，但被李桂荣拒绝了。“不自
在，心情也不舒畅，我们宁愿紧
张点回自己家吃。”

当问到对孩子的期望时，
刚回家不久的爸爸脱口而出，

“要上清华北大！”但是，李桂荣
却有些忐忑，“不敢想，不敢
说。”她希望孩子以后不要走太
远，“真是舍不得。”

7日上午，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紧张答题，考场外家长们也在焦急等待。在济南中学考场外，
一位79岁的老奶奶在开考后仍不愿离去，执著地守在考场门口，拍下照片。她期待着考场内的孙子能
够像校园内打出的横幅那样，成为“国家栋梁”。

7日上午开考后，已经看不到孙子的李桂荣迟迟不愿离开，她想拍下考场内的照片，以作留念。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摄

最期待的
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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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6月7日讯（记者
刘潇 贺莹莹） 7日上午，

在德州实验中学考点，与往年
高考相比，众多家长陪考团并
未“蜂拥而上”，更多的人选择
了“送考不陪考”，心态也更加
理性平和。

上午8点，德州实验中学门
口聚集了大量考生和家长，大
多数考生都选择了公交车，另

外有部分考生乘坐学校或者爱
心企业安排的大巴，坐私家车
的并不多。8点30分左右，考生
基本全部进场完毕，送考家长
并未在考场附近过多逗留，陆
续离开。

“孩子都不让来送，我也不
想成为孩子的负担。”考生于洋
的妈妈说，她家住在铁西附近
的德棉宿舍，这几天特意请了

假，但是孩子坚决不让在考场
外等候，看着孩子进了考场，她
便打算回去准备孩子的午饭。

最终只有 30 多名家长留
下“坚守阵地”。“家长越来越理
性。”实验中学一名工作人员
说，大考当前，要引导孩子把高
考当作人生中的一场普通考
试，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样反而
有利于孩子发挥潜能。

送送考考不不陪陪考考，，不不想想成成孩孩子子负负担担

考生李超洋和他的爷爷、母亲合影，手里拿的正是当年中考见报

的那张报纸。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当开考铃响起，白发老人凝望着考场发呆，家长焦虑满怀只能互相窃语，爱之深莫不如此。是否应该陪考每
年都被热议，但高考太重要，即便家长关怀的方式会受到苛责，他们也不想缺席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未必成龙成凤，却要长大成人。尊重孩子的意愿，越早放手才能越早独立。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