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这几天有的父母比孩子还紧张，为给父母减压

一高考生给父母开座谈会
本报聊城 6 月 8 日讯(记者

任洪忠) 7 日、8 日，50 余辆“一
对一”爱心送考车辆按时送考生到
考场后，纷纷做起应急车辆。

7 日，本报征集的 200 辆爱心
送考车全部上路，50 余辆“一对
一”送考车辆定点接送考生，其余
的车辆活跃在考场附近或者停在
考点周围做应急车辆。上午 8 点，
万邦汽车公司爱心司机陈代辉将
考生送到考场后，把爱心车停在考
场外做应急车辆，其他爱心司机送
完考生也积极加入。

在聊城一中考点外，聊城鲁翔
汽贸提供的爱心车在送完考生后
也积极做起应急车辆。“开考前把
学生送到考点，再做半天的应急车
辆，下场了把学生送回去休息，这
样的安排很合理，也可以节省人力
和车力。”爱心司机王师傅说。

“虽然这两天考生也没用应急
车辆，但这是好事啊！”金海莲花公
司李师傅说，这说明考场内的考生
没有发生意外，都能很顺利地进行
答题。“明年的爱心送考活动我还
会参加！”

“一对一”爱心车

送完考生做应急车

只因几道题没时间做了

走出考场见到妈妈哭鼻子
本报聊城 6 月 8 日讯(记者

焦守广) 8 日上午考的文综和理
综，当天最高温度达到了 33℃ 。
天气闷热加上心情急躁，有的考
生发挥不是很理想，因为几道题
没做出来，走出考场见到父母后
竟哭起了鼻子。

8 日上午 11 点半，文理综合

考试结束后，在聊城二中门口，市
民鞠女士见自己女儿小荟走出
来，赶忙递上一瓶冰镇矿泉水。见
女儿低着头不说话，鞠女士赶忙
问怎么了，这一问不要紧，小荟顿
时哭了起来。

“本想先把最后几个大题做
完，结果耽误了时间，有几道题没

做上来。”抹了抹眼泪，小荟告诉
母亲，剩下那几道很简单，要再给
她充足时间，她绝对能做上来，但
铃声一响，监考老师便收起试卷。

鞠女士掏出纸巾递给女儿，
安慰说：“没事没事，我还以为出
什么事了，过去就过去了，大题做
不出来没关系，回家好好准备下

一场考试吧！”
“昨天数学考完试，我女儿也

哭鼻子了，说题难不会做。”旁边
一位考生家长认为，孩子考试有
压力，做家长的一定要适当给予
疏导，及时沟通交流。不然很影响
孩子的信心，也会影响到接下来
考试，不能正常发挥。

本报聊城 6 月 8 日讯(记者
任洪忠) 8 日上午，翡翠城联合本
报在聊城一中、聊城二中发放爱心
水、湿巾、降暑药品等助考物品，并
赠阅《齐鲁晚报》，考生、家长纷纷
抢着领取物品，抢阅《齐鲁晚报》。

8 日早晨 7 点半，在聊城一
中、聊城二中考点已经设置好爱心
帐篷、大巴，提供了百余个座位，供
考生家长休息。爱心帐篷、大巴还
提供了装有矿泉水、风油精、湿巾、

《齐鲁晚报》等助考物品的“爱心礼
包”。

8 点，助考物品发放处已经挤
满了人，考生家长抢着领取“爱心
礼包”，不到两个小时，便发放了千
余份“爱心礼包”。

据了解，翡翠城一直在关注公
益事业，在高考这关键时刻，他们
想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些便利，希
望通过免费服务，给考生最大化提
供方便。

翡翠城联合本报

每天发千余份爱心礼包

五洲集团爱心送考
五洲汽贸集团组织

208 辆爱心车辆温馨送考

6 月 7 日、8 日，五洲汽贸集团
组织旗下上海大众开发区 4S 店、
上海大众光岳路 4S 店、上海大众
临清裕达 4S 店、一汽丰田店、五洲
别克店、长安铃木、长安轿车店、
五洲驾校、五洲出租车公司等 16

家 4S 店，以及社会友好合作单位，
共组织 208 辆高考直通车以及高
考应急车，在市区内免费送考。

本次活动共免费发放 5560 把
扇子、4800 瓶矿泉水等夏日解暑
物品，免费接送考生 562 人次，为
广大考生提供了提供了最及时、
最便捷的服务。本次活动是继五
洲集团为地震灾区、爱心小学捐
款之后的又一投身公益的大型社
会活动。

五洲汽贸集团按照“专业对
车，诚意待人，五洲服务，关爱永
恒”的服务理念，在为社会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的同时，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向社会传递爱心，彰显出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今日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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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6 月 8 日讯（记者
凌文秀） 儿子高考这阵子，市

民王女士很紧张，对儿子说的每
一句话、做饭的口味、甚至楼上的
动静，她都很担心会影响到儿子
的考试。看母亲紧张成这样，儿子
召集父母，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
给父母减压。

“考试前有段时间，我常忍不
住唠叨孩子。高考关系一生啊，一
定要重视啥的。大部分时候孩子
都说‘知道了’。有几次模拟考成

绩不理想，他心烦，我还唠叨，儿
子又一次憋不住吼我，‘你们烦不
烦啊！别管我！’”那之后，王女士
再也不敢唠叨儿子，觉得儿子是
压力大，不能再给他施压，就开始
鸡鸭鱼肉的换着法儿给儿子做好
吃的。

见母亲不再唠叨，家里变得
安静，儿子突然觉得不习惯了。见
家人全都顺着自己，高考前几天
的一个晚上，儿子晚上 10 点多从
学校回到家。见爸妈还没睡，儿子

说，“爸妈，咱开个家庭会议吧！我
觉得你俩最近压力有点大。”

“爸妈你们放心，我已经是成
年人了，知道自己的路应该怎么
走，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高考是
我自己的事儿，我会认真、会对自
己和爸妈负责。我每天早上 5 点
多起床，每次洗刷好到楼下时，妈
妈都把电动车从地下室推了出
来，就为给我节省一点时间。爸爸
每天在外面那么辛苦，就为赚钱
让我有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

件。”儿子让爸妈不要担心他的高
考，也不要背负着太大的压力。

“这十多年你们怎么对我的，
高考这段时间还怎么对我就行。
看高中这三年，我什么时候让你
们失望过？爸妈笑一笑，儿子保证
高考一锤定音，给你们拿回个重
点大学通知书。”儿子的话让爸妈
非常感慨，“儿子真的长大了。有
自己的目标，对自己未来的生活
也有初步的规划。未来儿子一个
人在外求学，我们也放心了。”

高考没结束，招生人员就请孩子报考职业院校或者报补习班

“落榜另找门路”让家长很反感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刘云菲 凌文秀

发广告的人比
陪考家长都多

8 日上午，在一中门外，到现
场宣传、散发广告的招生人员比
陪考的家长都多。暑期培训机构、
暑期旅游线路、各类民办院校、职
专 学 校 、留 学 中 介 、近 视 眼 治
疗……一天下来，记者收到的各
类宣传页不下 40 余张。每当考试
结束后，散发宣传页的人便一拥
而上，往考生手里塞宣传页。

记者注意到，几乎所有陪考
的家长手中都有一些宣传页，只
不过没有多少人在认真看，多是
把宣传页当做了扇子或座垫。“这
些东西有啥好看的，基本都是针
对落榜生办的学校。我孩子考上
一个本科院校应该不成问题，根
本不可能选择一所职业院校。”家
住学府花园小区的刘女士把厚厚
的一摞宣传页送给了环卫工。

孩子在聊城一中读书的王先
生说，自己的孩子平时学习不错，
可他今天收到了很多补习班的广
告。还有发放补习班宣传页的人
问他要电话，并表示如果孩子落

榜可以到他们哪里补习，如果现
在预约补习班还会有优惠。“这不
明摆着咒我孩子考不上大学嘛！”
对此王先生很生气。

市民郭先生说，孩子上午考
完后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孩
子接回家吃饭休息，下午再送回
考场，“怕影响他情绪，所以干脆
啥也不问，可这些发宣传页的人
上来就问孩子有没有意向去他们
那里上学，这不明摆着诅咒孩子
考不好吗？”

想进学生会，
必须要招生

7 日，城区高考考点外人员
攒动，与往年高考不同，考点外招
生人员要比陪考的家长还多。很
多学校为了招生，使出浑身解数，
有的扮成卡通人物吸引人们目
光，有的发放免费饮料招揽人气，
还有的招生人员怀孕七个月了，
仍然卖力做招生工作，甚至还有
的学校想出“高招”，凡是想进学
生会的学生，必须参与招生。

在聊城外国语考点外，四五
家学校的招生人员每时每刻都在

发放传单，很多发传单的人员一
看就是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学校
雇来发放传单的。一位怀孕的女
士带着很多学生忙活着整理招生
用的条幅。这位女士已经怀孕七
个月了，她说，她是为了帮忙招
生，特意过来的。

一位济南学校的学生到处发
放学校的宣传单，他告诉记者，他
们学校为了招生想出一个办法，
凡是想进学生会的学生必须要参
加招生，谁招的多，谁就能在学生
会里当干部，“现在生源少了，学
校竞争大。我现在就在学生会里，
但是我不想当官，所以也没多大
压力。”

家长把招生人
员问得哑口无言

8 日，城区各大高考考点外
众多高校招生人员给家长发放传
单，让家长留下联系方式等。在聊
城三中考点外，几位家长把一位
招生人员问得哑口无言。

8 日上午，聊城三中考点外
众多院校散发传单和招生资料。
很多陪考家长对此习以为常，只

是伸手接过，并不过多询问。一家
英语培训机构独辟蹊径，让一位
英国籍的黑人男士来招生，吸引
了众多家长围观。“ hello，给我一
份材料。”这位英国朋友一亮相，
就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虽然很
多家长主动索要招生资料，但显
然只是对招生人挺好奇，看了看
学校介绍，就不再多问了。

同样是招生人员，一家高职
类院校的招生人员积极宣传招生
政策时，就被家长“问”住了。“我
儿子准备报考工科类的专业，你
这学校专业都不行。”“你是老师
还是学生？学的什么专业，给我们
说说。”小伙子讲了讲所学专业，
一位家长现场给出了个难题，小
伙子答不上来。周围的家长全乐
了，“你看，这你都不知道，你们这
学校这专业是不是糊弄人的？”

小伙子憋红着脸走了。
据了解，很多家长在孩子上

高中期间，就一直关注大学生就
业和各个专业的热门程度。一位
陪考家长说：“亲戚、朋友谁家有
个大学生，我一有机会就逮住人
家使劲儿问，就怕孩子高考完报
志愿的时候一窍不通。”

6 月 8 日，高
考第二天，考点外
聚集了众多陪考的
家长，也同样吸引
了更多散发各种职
业院校或各种补习
班宣传页的招生人
员。对于“分数不够
可以报考职业院校
或参加补习班明年
再考”，许多家长很
反感。

8 日，在
三中考点，考
生 一 走 出 考
点，就被发传
单的人围住。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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