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辅导班、找家教、陪考住宿……

27年两代人，考高中成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徐从芬

本涨了几千倍本报6月13日讯 (记者 徐
洁 实习生 徐从芬) 13日，
记者获悉，今年，济南市教育局
会同市侨办、市民宗局、双拥办、
市军分区、武警总队等部门，共
为1312名考生办理了特殊考生
升学照顾审批手续。其中，按照
新的特殊考生政策，4名考生获
得了30分加分。

根据济南市中小学招生工
作意见，今年，济南市学考特殊
考生录取政策有所调整。

意见规定，应届初中毕业生
中，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照
顾30分并计入学业水平考试总
成绩：烈士子女(含烈士未成年
弟妹)；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
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
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
(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现役
军人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
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
工作的现役军人子女。

济南市中招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1312名获得升学照顾的特
殊考生中，4名考生按照这一政
策获得了30分加分，其中3人为
从事飞行工作的现役军人子女，
1人为烈士子女。

此外，作战部队、驻国家确
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
队军人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子
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以
及荣获二等功或战时三等功以
上奖励的现役军人子女，满足以
上条件之一且为应届初中毕业
生，照顾20分并计入学业水平考
试总成绩；应届初中毕业生中，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照顾10
分并计入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
现役军人子女(非第1条、2条中
所列现役军人子女)；残疾军人、
归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子女、
港澳台籍考生；少数民族考生。

1312名特殊考生获加分

4人获30分加分

13日，济南天桥区一考点内，一考生因交通事故造成下肢骨折，无法正常进入考场。天桥公安分局值勤民
警得知情况后，立即协调考点考务人员，与考生家长合力提前将考生抬到了位于三楼的考场。

本报记者 崔岩 通讯员 李哲 石治 摄影报道

考生骨折 民警送考

“我是1985年参加的中
考，自己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家里没有一个人当回事，别
说住宾馆，家里连给做顿好
吃的都没有，只是中午带了
五毛钱买饭吃。”济南一中考
点门口，谭先生回忆起自己
中考时笑言。

27年过去了，物价不知道
涨了多少倍。如今，在考点门
口陪考的谭先生算了一笔账：

“租的房子一晚上300多元，我
一天的误工费是200元，加上
吃饭一天三餐往少里算100多
元，一天下来花费至少700多
元。”谭先生说，考试3天，他准
备了2000多元，还不算早就说
好的考完后的庆功宴。

天桥区刘女士的一对龙
凤 胎 宝 贝 儿 今 年 一 起 考 高
中，闺女报了山师附中，儿子
报了济南一中。夫妻俩自然
提前分工，妈妈陪儿子，爸爸
陪女儿。刘女士说，孩子不习
惯外面的住宿环境，所以没
订宾馆，但3天4个人的花费
也将近1000元。

27年前，谭先生从来没听
说过报辅导班之说，都是上课
听讲，下课自己埋头学习，顶
多同学聚在一起商量商量不
会的题目。“现在的孩子普遍
报辅导班、找家教，不报不找
的倒是个例了。有的孩子从小
到大就是辅导班和报班的钱
培养起来的。”谭先生说。

考前的一个学期，谭先生
把语、数、外、物理、化学5门分
数评价的科目，全给孩子报了
班，一个学期下来，光上辅导

班的费用就六七千元。
刘女士家里报辅导班支

出的费用更多，给两个孩子
一起报，单科1小时就是100
元，每周末上两个小时，一个
月800元，一学期6个月就是
4800元。刘女士说，她是全职
太太，只有老公一个人挣钱，
所以没舍得给孩子多报，只
是拣孩子的弱势学科英语和
语文报了班。

“现在一家多是一个孩
子，中高考影响孩子的一生，
所以花再多的成本也心安理
得。”一位考生家长说，毕竟在
很多考生和家长心目中，考上
好高中才有希望考上好大学。

自2010年开始，济南市
高中招生首次采取学业水平
考试的方式进行，生物、地理
两科学考提前至初二下学期
进行。初三学考总成绩为570
分，4门文化科目——— 生物、
地理、历史、思想品德实行等
级评价，达到C以上等级即可
报考普通高中。

谭先生认为，27年前，考
不上高中的大有人在，当个
工人也是很好的出路，但现
在，社会分层在不断扩大，只
有考上好高中才有希望上好
大学，才能获得找好工作的
敲门砖。虽然目前的学考等
级评价方式减轻了部分科目
的考试压力，但如果分数选
拔的方式没有变化，优质教
育资源不扩大，全社会的学
历观念没有根本的变化，对
考 试 的 狂 热 投 资 就 很 难 改
变。

85岁老太坚持陪考曾外孙女
老人说儿孙辈出了4个大学生，那时不兴陪考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杨凡 实习生 王爱玲
朱松梅）“钱用来供孩

子读书比存银行强啊！”13
日，炎炎烈日下，济南中学
考点外陪考大军中有一位
特殊的家长：头发白了，脸
上刻着条条清晰的皱纹，
牙齿稀疏不齐——— 老人说
她叫汝绍梅，今年85岁，来
陪自己的曾外孙女考试已
经两天了。

“孩子她爸妈都在铁
路部门工作，太忙了请不
下假来，就由我来照顾孩

子考试。”13日天气很热，
老人推着小推车、戴着遮
阳帽，一边陪考一边收集
各种广告再仔细地叠好放
到车上。这辆小推车已经
锈迹斑斑，依稀可见曾经
是婴儿车，“这还是我外孙
女小时候坐过的。”老人眉
开眼笑地说。

两天来，老人都是一
早 就 来 到 考 点 外 守 候 。

“我家住杆石桥附近，曾
外孙女住五里牌坊，太远
了 。中 午 正 好 到 我 家 休
息，家里的包子已经蒸好

了。”老人说。
老人还自豪地介绍起

自己这四世同堂的一大家
子：“虽然我是小学文化，
可是 6 3岁的女儿上到高
中，49岁的儿子是大学生，
现在在西安做医生；另外，
我的三个孙辈——— 孙女、
外孙、外孙女都是大学毕
业。”老人还颤颤巍巍在记
者的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
名字“汝绍梅”，工整有力。

为啥这么重视孩子考
试？老人回答得很朴实：

“钱用来供孩子比存银行
强啊！”

“不过，以前可不这么
兴陪考。”经历了三代人的
中考和高考，老人很感慨，

“我女儿上学那会儿，一块
五的学费都交不起啊！那时
条件太艰苦，能吃到煎饼就
是很不错的了。孩子中高考
都没有去陪着，哪像现在的
孩子，都稀罕着呢！”

提起正在考场里考试
的曾外孙女，老人的愿望
很简单：“以前学文化是为
了识字，我和老伴都是小
学毕业，学历都不高，希望
我的曾外孙女能够考个好
学校、找个好工作，为社会
为国家服务。”

汝绍梅老人和她的“陪考小推车”。
本报记者 杨凡 摄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朱松梅 王爱玲)

13日，省城气温高达37度，如何给
孩子防暑降温成了不少陪考家长
的头等大事。

在济南中学、回民中学等考
点，记者走访的家长中大部分选
择绿豆汤等为孩子解暑降温，但
家长们也不忘以照顾孩子肠胃为
第一考虑要素。

13日上午，回民中学考点，开
考不到半小时，很多家长手中的
矿泉水瓶就已经空了。“我女儿昨
天考试带的是白开水，今天我们
在水里加了一点盐，她出汗多可
以补充一些盐分”，一位山大附中
的考生家长说。

“老师建议让孩子拿点风油
精进去，但是我女儿不喜欢那个
味道，也不敢给她吃冷饮什么的，

甚至连西瓜也不敢给她吃。”在济
南中学考点，考生家长林女士表
示，在照顾孩子饮食方面，她一直
小心翼翼。另一位家长高女士也
表示，不敢给孩子吃太多水果，为
预防中暑下午进考场前她让孩子
吃了几粒藿香正气丸。

还有家长担心孩子在考场内
的温度情况，聚在考点门口打探。

“听说上午只开了风扇没开空
调。”济南中学考生家长高先生说，
他打听了部分考点，有的考点从上
午就开了空调。“请家长不用担心，
上午考生们反映考场温度比较舒
服，没有特别热。”历城双语实验学
校一位送考老师安慰家长们说。

下午，记者从济南中学了解
到，考虑到下午气温升高，该校下
午2点多就提前打开空调给考场降
温，还准备了绿豆汤等防暑用品。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尹明
亮) 高温让这两天在学考中陪
考的家长们有些吃不消。在济南
九中考点，13日当天提供的两大
桶绿豆汤被一抢而光，而十多桶
免费纯净水也不够用了。

13日上午，刚刚开考，在一大
桶绿豆汤前，负责接汤分汤的交通
协警张师傅有些忙碌不堪，“陪考
家长比高考的还多，高考那几天才
一天喝一桶，现在都得两桶。”

刚开考不到一小时，一大桶绿
豆汤就已经分没了。到了下午，新
的一桶汤被摆上，可开考的铃声还
没响，放空的保温桶已经摆到了桌
下。“天真的是太热了，昨天两桶基

本够用了，没想到今天喝得这么
快。”张师傅有些始料不及。

绿豆汤喝得快，考点免费提供
的纯净水消耗得则更多，“昨天一
天喝了四桶，今天一上午就喝了三
桶。”下午刚刚开考，免费供水点就
已经把第五桶水换上了。记者大体
统计了一下，到下午三点开考时，
三个供水点已喝完了十桶水，而12

日一天也不过八桶。
眼看着水桶里纯净水渐少，一

个爱心单位刚送来的300多瓶瓶装
水不一会儿也被一抢而空，“真不
巧，赶上这么热的天，只能多喝点
水。”从段店赶来陪孩子考试的李
女士领到纯净水，马上就开喝了。

考点免费水有些紧巴了

还没开考，绿豆汤就被一抢而空

家长格外担心孩子中暑

“想让他吃西瓜，又怕对肠胃不好”

◎高温下的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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