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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偷偷来到现场
不让孩子看见

专程赶回老家陪女儿

打打工工妈妈妈妈在在路路边边坐坐了了一一整整天天
本报记者 李榕 王乐伟

6月7日，早上9点钟，太阳驱走早晨
的凉风，平原县城的生活跟往常一样井
然有序地进行着。在平原一中门口，陪
考家长止步于耀眼的黄色警戒线前。

早已嘱咐家里人不要来陪考，平原一
中高三学生董志浩信步走进考场。但就在
不远处，董志浩的爸爸、妈妈和姑姑三个
人猫在法桐树后指点、张望，没让董志浩
看见他们的到来。“折桂楼，三层，右数第
三个教室，天时地利人和。”董志浩的爸爸
董建勇向着儿子考场方向恭敬地作揖，一
同陪考的妈妈和姑姑笑话他迷信。

妈妈说，孩子高考，他们在家坐不
住，“守”在孩子旁边更放心。整个上午，
爸爸董建勇一言不发。姑姑告诉记者，
他们骑电动三轮车从平原县王打卦镇
赶来，要走30多里路。

下午两点半，三人又开始在校门口默
默守候，直到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儿子
是住校生，考试期间一直没出校门。董建
勇没给儿子发短信，也没收到儿子的短
信，他翻了翻手里的广告纸，然后转身踏
上电动三轮车：“明天再来。”

本报记者 王乐伟 见习记者
徐良

6月7日上午10点30分，距
离2014年高考第一场考试结
束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太阳
的温度刚刚上来，周围感觉不
到一丝空气流动，站在警戒线
外侧的家长老徐此刻正不停
地向考场张望，他在等待儿子
亲口告诉他“发挥正常”的结
果。汗珠顺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庞流下。

上午11点40分，老徐在禹
城一中门口拥挤的人群里一
眼发现了儿子小徐，没想到儿
子开口第一句话竟是：“你怎
么来了？”原来老徐并没有告
诉儿子要来看望他，儿子小徐
也仅知道他在北京某工地干
活赚钱。老徐轻描淡写地说：

“回来收麦子路过，顺便来看
看你。”记者在和老徐刚才的

聊天中早已得知，他是一大早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
从距离学校70华里的老家李
屯乡赶来，田地里的10亩麦子
还没来得及收割，他说，“什么
也没有孩子的高考重要”。当
得知儿子发挥正常时，平时严
肃的他还是给了儿子一个拥
抱，“听到这话就放心了”。

中午12点，老徐带儿子来
到学校对面的小餐馆，小徐也
很懂事，只点了一份父亲平时
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老
徐坚持点份荤菜，最后儿子拧
不过父亲，又要了一份“蒜苔
炒肉”。等菜之余老徐借口上
厕所离开了座位，小徐偷偷告
诉记者，全家一年也去不了一
次餐馆，“父亲总说攒钱供我
读大学”。十分钟后，老徐带着

半个西瓜进来，他说天热想让
儿子解解暑，然而记者注意到
等到菜上齐之后不算大的西
瓜并没有少几块。吃饭中，老
徐和儿子的对话并不多，只是
一个劲给儿子夹菜，嘴里还唠
叨着“多吃点，下午好好考”。
小徐也不吱声只是埋头吃饭，
然而记者分明从他放慢的吃
饭动作里感觉到老徐的言行
在儿子那里的分量。

下午1点，刚刚吃完饭的
小徐就被父亲“赶”着回学校
宿舍，并塞给儿子那瓶还没有
打开的矿泉水。老徐说下午还
有考试，让儿子多休息一会，
并答应儿子一会回家麦收，并
假装朝车站方向走去，小徐这
才放心地离开。没走几步，儿
子喊了一句“爸爸，我不会让

你失望的”，老徐回头一笑，转
身却抹起了眼泪。老徐并没有
走远，而是在一处公交站牌阴
凉处坐下。“儿子很懂事，我不
想给他压力。”老徐告诉记者，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生活中没
少吃苦头，他也渐渐感觉到知
识对于下一代的重要性，他想
让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窘境。
下午3点整，考试铃声响

起，老徐准时出现在考点门
口。他说，他始终放心不下儿
子，但这次不会再打扰儿子
了，等到考试结束，他会赶最
后一班车回家，明天接着来陪
考。至于考完之后的打算，老
徐称会尊重儿子的意见。“家
里的麦收不指着他，让他做点
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6月7日凌晨四点多，乐陵
市杨安镇39岁的赵玉红就醒
了，想着女儿小程要参加高
考的事情又迷糊了一阵，“反
正是睡不踏实”。

赵玉红说，女儿平时10
点之前就已经睡了，自己睡
得也比较早。但这几天睡觉
一直不踏实，早晨 4点多就
自 动 醒 来 了 。快 六 点 的 时
候，赵玉红起床开始收拾，
看天色还早，吃过早饭又去
麦地里转了一圈。她家有四
亩地，平时和丈夫两人在塘
沽打工，只有麦收、春节才
会回老家。

“平常她住校，很少有鸡

蛋，要考试了，吃个鸡蛋有营
养。”赵玉红说，女儿在乐陵
一中高三12班就读，是寄宿
生，平时母女俩很少见面和
交流。七点整，赵玉红将煮好
的鸡蛋和牛奶放在挎包里，
骑着电动车出门。这一路，骑
车用了半个多小时。“没迟
到，还早！”到了乐陵一中考
点后，赵玉红松了一口气。她
和女儿约定好，每场科目考
试前都要在乐陵一中东门的
栏杆处见面。“就怕她一不小
心睡过头。”赵玉红说。

9点，正式开考。亲眼看着
女儿平安走进考场，赵玉红
才腾出时间和旁边的几名陪

考家长闲聊。
11点整，校园内提醒考生

还有半小时交卷的钟声响
起。中午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回家做饭是来不及的。赵玉
红开始沿着学校周围的商铺
寻找吃饭的地儿。在路口一
家快餐店赵玉红打包了半份
青菜、半份鱼、一份米饭，两
个馅饼，一共16元。

11点40分左右，女儿小
程走出考场。“热不热？”赵
玉红迎上去，怕影响孩子心
情，她没有问考得怎么样。隔
着栏杆，赵玉红将打包的饭
菜递给女儿，看着她慢慢吃
完。

12点半左右，天气逐渐炎
热，校门口送饭的家长开始
逐渐散去，考生也稀稀疏疏
返回宿舍午休。赵玉红手里
拿着几张传单，挡住太阳。顺
便将一张传单放在校门口对
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同
时把外套脱掉。

16点20分左右，校门口开
始零星地有家长过来，赵玉
红细心地看着手里宣传单页
上关于填报高考志愿的一些
信息。“明天下午5点考完后，
就能把她接回家了。考完最
重要的就是报志愿，我也帮
不上什么忙，还是她自己拿
主意。”

6月8日下午是高考的最后一场，德州二中门外挤满了等候的家长。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当6月8日下午5点高考考场铃声响起，对大多数考生来说，这段叫做“高考”的经历结束了。每年在这个时候，考生在

场内拼搏，“陪考大军”也守候在场外，他们甚至比考生更紧张，一个个殷勤的眼神告诉我们，考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斗。本

报记者聚焦“陪考大军”，记录下那一幕幕感人的瞬间和故事。

助力高考
高考期间，许多企业自发组织到考

点为学子们提供免费发放矿泉水等服
务。图为汉庭连锁酒店德州分店在德州
二中门外为考生服务。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一位农村父亲的高考守望

等等儿儿子子考考完完试试再再回回家家割割麦麦子子
本报记者 李榕 见习记者 楚俊玉

··陪陪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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