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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D
坐进考场发现身份证没带

一考点俩考生凭“脸”进场考试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秦国

玲)7日高考开考，在潍坊中学考
点，两个考生因为忘记带身份证
而凭“脸”进场考试。一位家长在
开考没多久之后就把身份证送
来，而另一位一上午时间也没见
有人送身份证到考点。

7日上午8点40分，一位已经
进场的男生从考点出来，手中
拿着考试的笔袋，一脸迷茫的
样子。他走出大门后20米忽然

跑了起来，他的举动让不少送
考的家长疑惑，“是不是没有
带准考证？”“不考了么？都
要开考了。”

8点50分，在三位男士的带
领下，刚刚出去的男生又回来
了，被老师送进了考点。“放
心吧，进去考试就行，我们抓
紧联系在校的老师，让他们联
系家长。”

记者了解到，这位考生是

潍坊行知学校的，进了考场之
后发现身份证不见了，然后就
出了考点找带队老师，查找了
来时做的大巴车无果之后，就
有些慌了。带队的老师一边安
慰学生一边给留校的老师打电
话，“对对对，这个孩子是住
校生还是通校生？住校生？能
联系到他的父母吗？先派人去
宿舍找找他的身份证，如果找
到了抓紧送考点来。”这位老

师告诉记者，考生昨天睡得有
些晚，今天早上起早了，估计上
车的时候有些匆忙，身份证不知
道顺手放哪里了。

对此，考点内奎文区招办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这种
情况，根据省里的要求和潍坊市
招办的预案，会先放考生入场，
凭“脸”和相关信息入场，在考试
结束后将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
送到考点就行。

而在8点55分，一名女士一
边打电话一边飞奔至考点大门，
将一个身份证送到门卫师傅手
中。记者以为是刚刚那位男生的
身份证，结果一看是另外一名秦
姓女生的身份证。门卫问，“送到
哪个考场？”这位女士询问电话
里的人后，直接将手机送到奎文
区招办工作人员的手中，工作人
员在问清楚后，将身份证带走
送进考场。

1岁妹妹陪16岁姐姐高考
可爱小萝莉成陪考团中“开心果”

7日，在潍坊七中考点外，一位皮
肤雪白、头发卷卷的“洋娃娃”在
“陪考团”里面走来走去，引来不少
“粉丝”跟她合影留念。这位“洋娃
娃”才一岁一个月大，这次她是跟妈
妈一起为16岁的姐姐来陪考的。

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头发
是大波浪的卷儿，一眼望过去，一岁
一个月大的伊莎就像个“洋娃娃”。

伊莎的妈妈阿孜古丽来自新疆乌鲁木
齐，是维吾尔族人，她告诉记者，大
女儿克巴热业今年16岁，在她眼中还
是个丫头，不太放心，就带着小女儿
过来陪考。小女儿跟姐姐特别亲，晚
上都睡在一起，这次给姐姐陪考，感
觉小家伙儿也玩得挺开心的。

“女儿在潍坊幼教特教上学，学
的是中国古典舞蹈。”阿孜古丽说，
其实女儿3岁起就跟姥姥学习民族舞，
10岁作为特招生被招进潍坊艺校，后
潍坊艺校合并，便进了潍坊幼教特教
学校。今年是她陪女儿来潍坊的第六
个年头了，“潍坊是个好地方，人
好，特别实在。”

阿孜古丽说，大女儿不让她在外
面陪考，“但我就说，新疆那么远我
都来了，这才几步路啊，一定要陪在
外面啊。”她说过来陪考，就是求个

心安，其实丫头比较独立，基本不用

她操心。

她说，这次女儿艺考，取得了新

疆艺术学院舞蹈编导专业第一名的好

成绩。日后在尊重女儿意愿的前提

下，希望能送女儿出国读两年书，最

好念一下研究生，将民族舞蹈也跳到

国际舞台上。

中午11时40分，个头高挑的克巴

热业走出考场，看到母亲和妹妹等在

外面，一脸笑意。面对询问，她笑笑

说：“语文考试还算容易，有的题还

做过。”在与同学交流一会儿后，他

们一家人便相携向东离去。

本报记者 韩杰杰

两位八旬老人成“后援团”
““俺俺们们来来给给俺俺孙孙子子鼓鼓鼓鼓劲劲””

“俺们也过来给孙子鼓鼓劲！”7日上
午，在潍坊七中考点，两位头发花白的八旬
老人也站在了陪考队伍中，成为该考点年
龄最大的两位陪考者。

潘孟芝老人今年已经86岁高龄，他老
伴孙树兰也85岁了，虽然年岁已大，但是疼
爱的孙子今天高考，他俩也过来凑个热闹。

为了等孙子顺利考完，他俩头戴遮阳
帽，找了个阴凉处，准备打“长久战”。因为
年岁已大，老人听力并不算好，需要喊话才
能听得见，尽管如此，老人还挺愿意和周围
的人交流一下，听不清的就笑着摆摆手。

潘孟芝老人说，孙子今天高考，因为孩

子父母今天上班，他跟老伴“就过来充充
数”。“考试不容易啊，在外面给孙子鼓鼓
劲。”老人笑着说，反正天气也好，一边凉
快，看看景色，一边等孙子考完出来。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假装挥手道别偷偷守在场外
一一母母亲亲从从济济南南赶赶来来送送女女儿儿高高考考

“我是瞒着孩子过来陪考的。”7日上
午，在潍坊七中考点，一位妈妈在考场外翘
首盼望女儿“首战归来”。

闫敏是从济南赶来送女儿高考的，5日
下午就到潍坊了。闫敏说，女儿自小学习舞
蹈，以前在潍坊艺校上学，后来到济南电影
学校求学。孩子自小就懂事，不太让她担
心，今天早上她来送女儿，女儿怕她累着，
也一直催着她回宾馆休息。

“我假装跟她挥手告别，悄悄躲在一边
看她进了考场。”闫敏说，不能让女儿看见，
万一再担心我，考试有压力怎么办？但是呆
在宾馆也没事，还不如在考点外面等。

下午开考前，记者又碰见了这对母女。

闫敏笑着说，中午孩子看她等在考点外，她
就说刚从宾馆来，瞒得挺好。“想陪女儿考
完这三天，也算是一种纪念，等考完了我再
告诉她，算是个惊喜吧。”她笑着说。

本报记者 韩杰杰

陪考大军

高考首日，“爱心送考”进行中

私家车主放弃工作接送考生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付志锦 )

高考路上有困难，爱心汇聚来帮
忙。7日，高考第一天，高考爱心
直通车的爱心私家车主们为考生
“保驾护航”。

7日早上不到7点半，潍坊新日
能源电动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爱心
车辆就已经出现在福寿街佳乐家
门前。车主袁野是潍坊新日能源
电 动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的 一 名 员
工，他负责在高考期间接送家住
月 河 路 东 大 街 附 近 的 考 生 刘 欣
怡 。 据 刘 欣 怡 的 母 亲 刘 舒 玲 介
绍，他们早上7点半到达佳乐家门
口时，就看见袁野早就已经等在
那里。记者了解到，袁野从6日就
已经与刘舒玲定好时间地点，并
于6日下午提前踩点，以确保能将
考生顺利送到考场。中午11点，袁
野先接到母亲刘舒玲后，又前往
考点接考生回家。刘舒玲不断地
对爱心车主表示感谢。“这位师
傅真是对我们帮助太大了，下午
还把我送到单位，每次都是提前
过来等着，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师
傅。”

同时，家住奎文区东关街道

中和园社区的韩德中也在早上7点
半，等到了来接儿子去高考的张
新维，记者了解到，张先生平日
里工作比较忙，这次参加高考爱
心直通车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这个家庭比较困难，我们也是
尽一点绵薄之力，毕竟高考是大
事。”张先生7点半接到韩德中和
儿子后，前往潍坊一中。由于考
点较远，韩德中和儿子中午选择
在考点附近吃饭，下午4点半，张
先生又前往韩德中家中，接着父
亲后，前往潍坊一中接考生。韩
德 中 告 诉 记 者 ， 张 先 生 工 作 很
忙，这次能提供帮助，他们非常
感谢。

高考正在进行中，高考爱心
直通车也在不断地奉献着爱心。
许多私家车主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来接送考生，接受帮助的考生家
长都纷纷表示感谢。

临考试了又跑出考场存手机

一好心店主答应免费帮忙看管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秦国玲)7日早上8点40分，

一名考生要进考场了还带
着手机，因为找不到地方放
手机，8点40分这名考生又
从考点出来，在路边到处找
寄存手机的地方。

在高考前，潍坊市招生
考试办公室提醒考生，今年
高考考生一定要确保手机
不带入考场，带手机进考场
的考生，相关处罚将从往年
的取消该科单科成绩，变为
全部考试成绩作废。而在潍
坊中学考点一考生，却将手
机带进了考点。

8点40分，考生大多已
进入考点，坐进了考场中。
这时，一名留着长发的男生
跑了出来，手里掐着一部手
机，“老师，我能把手机放传
达室么？出场的时候再来
领？”“传达室的人太多了，
容易出问题，不寄存物品。”

传达室工作人员拒绝之后，
这名考生一直在考点门口
转悠，看着都要哭了。最后
不少家长替他着急喊他赶
紧去找个店交点钱把手机
寄存了。

在潍坊中学校门口的
一家书店，该男生询问能交
点钱寄存一下手机吗？“我
这里不寄存，但是你要是放
在这里，我可以帮你看一
下，不用收钱。”老板刘玉东
诙谐的回答让这名一直紧
张的考生放松了下来，他忙
将手机交到老板手中，“谢
谢谢谢，我考试完过来取，
谢谢您！”

考生放下手机之后就
跑着进入考点，一位家长
说，这孩子真不靠谱，明明
学校和老师都强调了不准
带手机进场的。幸好碰上了
好心人，要不然这手机还不
知道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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