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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父父母母都都不不知知道道我我今今天天中中考考””
章丘一中考点门口看不到一名学生家长

本报记者 支倩倩

6月12日上午8点，记者来到章丘
中学考点。考场内考生们抓住最后时
间积极备战，来自垛庄中学的学生胡
兆花也在轮椅上复习。

记者了解到，胡兆花患先天
性脊柱侧弯，先后做了大大小小
五次手术，昂贵的医药费让这个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贫穷。
当记者问到中考后有什么打算
时？胡兆花告诉记者：“由于自己
身体的原因出去打工是不可能
了，如果能考上高中，自己会借书
提前复习高中课程。”看着孩子求
学的眼睛，胡兆花的妈妈流下了
眼泪。“自己实在对不住孩子，中
考前没给孩子做一顿像样的饭
菜。”胡兆花的妈妈告诉记者，在
考点吃的三餐：烧豆角、土豆丝、
炸河虾，对于胡兆花而言，这就是
求学路上吃得最好的饭菜了。

垛庄中学校长王智告诉记者，
除了胡兆花因为腿脚不方便、她的
妈妈来陪考外，其余的考生都没有

陪考家长。
随后，记者来到章丘一中。校门

外，记者看不到一个考生家长。
当问到父母有没有陪考时，很

多学生诧异为什么父母会陪考或者
压根儿就没听说陪考这回事。“父母
常年在外边打工，没时间管，可能
都不知道我今天中考。”来自黄河
中学的一名考生说道，自己从上
初中就开始住校，由于家长常年
在外打工，印象里初中三年，爸妈
没有去学校看过自己一次。谈起
中考后的打算，不少同学纷纷表
示，会进城找份兼职，赚点零花钱
补贴家用。也有同学表示会根据
中考成绩，选择高中辅导。

不管能不能考上

都要先打工挣钱
中考之后，不少城市的家长会选择带孩子外出旅游度

假，让孩子放松一下心情。济阳县农村的大部分学生则表
示，要先利用假期帮助父母干些农活或外出打工，减轻父
母的经济负担。

考上打短工，考不上就业

12日下午5时，中考前两场
考试落下帷幕，不少来自乡下
的孩子表示会以“平常心”对待
考试结果。“能考上就上，考不上
就出去打工挣钱。”学生小李说，
自己所在的村并不富裕，很多同
村的孩子考试落榜后会选择出
去打工挣钱，自己也不例外。

谈吐之间，小李显得比同龄
孩子独立。“我今年都16岁了，考
不上也应该为父母分担点力所

能及的事情。”小李说，跟着同村
的哥哥姐姐出去学点技术，几年
后也能自己干点小买卖。

“不管能不能考上，都会去
打工一段时间。”学生小高说，
不少同学把打工当成一种锻
炼。能考上，就找一个暂时的，
锻炼一下吃苦耐劳的能力，迎
接高中更加艰苦的学习。考不
上就找一个长期的，直接步入
社会。

赶上过麦，先帮家里干农活

据了解，在参加中考的13
个中学中，11个中学参加中考
的学生均来自各个乡镇。6月中
旬正是农村“过麦”的季节，不
少学生表示，不管成绩如何，先
帮家里干些农活。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这些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学
生，能够体会到父母更多的艰
辛。“从小我就觉得我爸妈是属
牛的。”学生小张半开玩笑地
说，夏天那么热，父母在地里一
干就是一天，自己周末回家在
地里呆半天，就热得心慌了。

每年七月初放暑假，已经

成了学校多年不变的惯例。“每
年放了暑假，家里的麦子就基
本上收完了，自己帮父母也干
不了多少。”小张说，中考完比
平时放假时间提前了半个多
月，正好赶上家里农活多，自然
要先帮父母将地里的农活干
完。

“我家不仅要收麦子，地里
的芹菜也到了该卖的时候。”学
生小杨说，每次赶上贩卖芹菜
的人到家里收芹菜，父母就顾
不上收麦子了。自己考完试，也
算给家里添了一个“壮丁”，帮
父母多干点，父母就轻松一点。

“吃个鸡蛋喝袋奶

就算给自己加油了”

本报记者 杨擎 梁越

父母忙农活，托人送来巧克力

中考期间每个考点都聚集了很多家
长，济阳一中也不例外。8时15分，济阳创新
中学的考生身着校服纷纷排队走进考场，
其中有位家长在不断询问正入校的是哪个
班级。

只见这位家长踮着脚大喊一声“子涵，
子涵”！迅速跑到队伍前递给一位女生两块
巧克力后离开队伍，目送她进入考场。

“子涵是我侄女。”送巧克力的王女士
说，孩子平时一直住校，没人照顾她。如今
中考，子涵父母在家忙农活，便打电话让自
己一定要过来送几块巧克力，为她补充能
量，希望她考个好成绩。

“中考了，为自己加个鸡蛋”

济阳敬业园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学生除
每半个月放一次假回家外均在学校。“平时早
晨吃面条或者馒头片、小米饭，中午和晚上一
样，买一份菜、两个馒头。”家在仁风镇的初三
学生小刘说，一个月下来生活费约200元。

前几天给爸妈打电话，爸妈知道中考
即将来临，“电话里就说让我买点排骨、鸡
块，每顿饭要吃鸡蛋、喝牛奶补充一下。”小
刘说，自己总舍不得这样改善，父母在家种
地不容易，中考前几天没必要补充营养，还
是和往常一样。

“今天中考了，早饭我给自己加了一个
鸡蛋、一包牛奶。”小刘笑着说，明后天早晨
再加一个鸡蛋、一包牛奶，“每天补充一个
就够了，考试的好坏不在营养如何，关键是
平时掌握知识的程度。”

三三年年陪陪读读陪陪考考花花了了1122万万多多元元
一位城市中考考生家长的成本账

夫妻双双请假陪考，午餐鱼虾肉俱全

12日上午8点，济南七
中，尽管考生已经进入了
考点，但陪考的家长依然
守候在门口。记者了解到，
当日虽然不是休息日，但
多数家长都放弃工作，陪
孩子考试。燕山中学考生
小黄的母亲吕女士就是其
中的一位。

“我们两口子都请假
了，他在家做饭，我负责在
考场外陪考。”吕女士说，
她常年在上海工作，因为
孩子中考，半个月前就请
假回到了济南。考试前两

天，她的丈夫也向单位请
了假。她说，因为工作性质
不同，自己的工资扣得不
算多，但丈夫请了一周假，
每天扣200多元，约一千四
五百元。

吕女士家住甸柳新村五
区，距离考点不远，没有订宾
馆的花费，但从初三一开始，
为了备考，她就给孩子报了
校外辅导班。“一对一的那种
辅导，英语和数学两科，花了
一万五六千元”。

考前一天，吕女士从
菜市场给孩子采购了扇

贝、基围虾、鲳鱼、牛肉等，
花了150多元。因为孩子喜
欢吃樱桃，她还买了20元
钱的樱桃。“昨晚吃完了，
今天早晨又买了20元钱的
樱桃”。

吕女士告诉记者，孩
子的早餐是煎鸡蛋饼和豆
浆，午餐食谱也定好了，由
丈夫在家做。“土豆炖牛
肉、煮基围虾、蒸鲳鱼和豆
腐炒小白菜，另加鸡蛋汤
或小米粥。”吕女士说，晚
餐她决定去必胜客给孩子
买个比萨带回家。

仅考前20多天辅导就花费两万多元

与吕女士不同，山师
二附中考生小王的母亲张
女士则是从孩子一上初一
就报了校外辅导班。而中
考前夕，她又给孩子报了
一对一的考前冲刺辅导
班。“七科都有，每个小时
200元钱，上了20多天，一
共花了两万多”。

张女士说，如果把初
中三年孩子上辅导班的费
用都算起来，总花费超过7
万元。这只是孩子上辅导

班的成本，因为吕女士家
住二环南路附近，距离山
师二附中较远。从孩子一
上初中开始，她就在学校
附近租了房子陪读。“两室
一厅，每个月1500元。”

以此计算，仅租金，张女
士三年就花费5.4万元。她说
丈夫在建筑行业工作，自己
没有固定工作，平时打点零
工。初中三年，除了寒暑假能
够回自己的家外，基本都在
出租房中陪孩子度过。

考试这三天，张女士和
儿子乘坐公交车往返考点与
住处。她说等孩子考试完，月
底她就退掉房子，回到自己
家中。“想一想，就有一种如
释重负的感觉”。

“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孩
子。”张女士告诉记者，她
们的经济状况一般，孩子
初中三年的投入，基本让
她 和 丈 夫 成 为 了“ 月 光
族”。“我们俩所有的收入
几乎都投给了孩子”。

考后先旅游
再上辅导班

本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飞)

“中考后，让孩子做什么？”12日，记
者在济南七中考点询问了多名陪考
家长，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成绩出
来后，报完志愿，先带孩子出去旅游
放松放松，之后再给孩子报辅导班，
准备高中阶段的学习。

中考结束后，面对两个多月的
假期，对孩子有什么安排？针对这个
问题，济南七中考点门口，很多家长
都表示等孩子的成绩出来后再做打
算。山师二附中考生家长杨女士说，
孩子太辛苦了，一定要让孩子痛痛
快快地玩一玩、放松一下。“之后再
给孩子报个高中衔接班，提前预习
一下高中课程。”

杨女士的说法引来周围多名家
长的附和。

采访中，多数家长都有给孩子
报衔接班的打算。“上了高中，竞争
会比初中更激烈。”另外一名陪考家
长表示，高一衔接班肯定要孩子上。
不少家长认为，如果别的孩子上辅
导班，自己的孩子不上，会觉得落后
了一步，自己心里也会不舒服。“不
上辅导班的话，假期时间这么长，孩
子还不得玩疯了，这可不行。”一名
陪考父亲说。

而山师二附中家长左先生则表
示不会给孩子上辅导班，假期时间
让孩子自由支配。他认为，初中三年
孩子比较累，而到了高中后会更累。

“孩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中考之别

本报记者 杨擎 梁越

农村考生

中考期间，农村考生来回奔波于
考场和学校间，仅用鸡蛋和牛奶来补
充营养。部分家长为给孩子鼓劲，托亲
戚朋友为孩子送巧克力。

城市考生

本报记者 李飞

12日，2014年济南市初三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开考。尽管是工作日，但在济南
七中考点，陪考的家长依然如大军般壮观。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陪考母亲，让她
们算了算为孩子备考和陪考的成本账。

从省实验中学考点看去，家长陪考大军很是壮观。
见习记者 王红星 摄

济阳的农村考生都是自己坐大巴车赴考，没有家长陪同。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翟恒水 组版：庆芳


	C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