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千名农村考生入住考点
带着被褥、脸盆等物品，要在考点住 3 天

今日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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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6 点多，临清二中
的贾校长就在校园里踱来
踱去，看着考生开始收拾行
李，老师们开始嘱咐，心里
一阵感慨。他说，他一工作
就在这个农村学校，已经足
足送了三十年高考生。一届
一届地送走学生，开始时还
很伤感，后来就变成了习
惯，安心地看着学生去高
考，安心地看着他们考完回
来狂欢，每一年都有许多相
同的和不同的感慨。高考期
间，他最希望的就是平淡。

2003 年以前，农村考生
去城里高考是住宾馆，全校
高三学生最多的时候 1000

多人。每年高考前，他最大
的任务就是去找旅馆。“有
一年，我花了整整三天时
间，找了 11 家宾馆。”他说，
每个宾馆里都要派老师“陪
睡”，每天带着上千名考生
去找饭店吃饭，又要干净卫
生，还要装下那么多学生，
几十家饭馆同时挤满学生
吃饭的场面很壮观。

几乎每年高考，他都带
着希望、担心、不舍和焦躁。
每年他和老师们陪上无数
个小心，就怕考试几天学生
不安全、不安心，或者不习
惯。从“非典”那一年开始，
考生们结束了吃住在旅馆
的生涯。这一切的背后，很
多学生都不知道，作为见证
人，他还将送一届又一届学
生。 本报记者 陈洋洋

老校长讲述

三十年送考故事

本报聊城 6 月 6 日讯(记
者 陈洋洋) 6 日早上，临
清二中的考生小林 5 点多就
醒了。全校高三考生要提前
出发，搬着行李和书本“住”
进考点。聊城共有近千名农
村考生要像他们一样住到考
点。

“快点，帮我把饭盒装进
去，还有两包泡面。”6 日早
上，临清二中的高三学生们
早早就醒了，他们把“行李”
收拾好。行李包括高考复习
的所有课本和资料，还有被
褥、凉席、脸盘和饭盒，几乎
把生活用品都带上了。

临清二中在临清市康庄
镇，是该市唯一一所农村高
中，由于高考考点安排在城
区的一中和三中，学生们要
统一坐车去城里考试，为了
方便照顾学生，所有考生都
住在考点宿舍里。学生们带
着行李按照原来宿舍的床位

“平移”到考点宿舍，考试三
天，吃住都在考点内。

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
到，近年来农村高中已经逐
渐减少，目前全市仅存的农
村高中只有临清二中、茌平
县博平中学和东昌府区闫寺
中学，高三考生近千人。

“也许以后大批考生带
着行李住进考点的现象就不
存在了，农村考生越来越少
了。”临清二中贾校长说，高
考三天，学生们吃住都在考
点，每天由班主任和带队老
师“陪考”，指导学生们按时
起床、洗刷，每一科考完后，
学生回到宿舍复习或者休
息。9 日，学生再带着行李回
到学校，准备毕业离校。

4 点起床，5 点出发。6 日早晨，我
们出发赶往临清二中，和高三老师一
起送 600 多名考生前往临清市区的考
点。这是 2012 年高考前，聊城市第一
个赶往考点的学校。

早晨 5 点多，就有学生睡不着了，
早早起来收拾行李等着出发。早晨 6

点半，已有不少学生把行李搬出宿舍
等待上车。校园里的行李堆成了小山。
教学楼上，写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文科班的女生们穿上
了统一订制的“班服”，相约一起应考。

早上 7 点，第一批学生出发，在上
车合影留念时，考生们对着摄影记者

的镜头集体大喊：“我们不紧张！我们
的名字都叫不紧张！”大巴车徐徐开
动，高一和高二的学生举着条幅和写
满祝福的小旗子排队送行。

在学生的要求下，记者拿着“祝
福”纸条在车里给几个学生念了起来：

“亲爱的师兄师姐，你此刻的心情怎么
样呢？我想肯定百感交集吧，从你们身
上，我好像看到了一年后的我们奔赴
考场的样子……加油！马到成功！”考
生们互相传阅手中的祝福旗子。

7 点 50 分，大巴车驶出校门，拿
着“祝福”纸条低头读的个别女生眼圈
红了起来……为了缓和气氛，有人开

始小声唱起歌，车上的学生都跟着唱
了起来……有学生向记者取经当初如
何应考，记者开玩笑说，自己数学考过
4 分，化学考过 11 分都考上大学了，
让他们不用紧张，学生都笑起来。

一路大巴车开得非常慢，8 点 30

分，车子驶进临清城区考点，学生们把
行李从大巴车上搬到“宿舍”。“突然觉
得像高一入学时，大家背着被褥来宿
舍的第一天。”一名女生说，恍惚感觉
高中生活才刚刚开始，顿时觉得不紧
张了。考生安顿好，开始摆好书本继续
复习备考，记者和带队老师将第二批
考生送到考点。 本报记者 陈洋洋

记者体验>> 与老师一起陪伴 600 考生进考点

警车开道、学弟学妹送行。6 日上午，临清二中的高三考生统一乘坐大巴车，赶往临清市区考点。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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