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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迎迎高高考考，，告告慰慰去去世世的的妈妈妈妈
“张雪们”一颗坚强心，乐观迎接青春挑战

本报记者 苏洪印 庄子帆

真是太累了
回家好好睡一觉

8日下午5点40分，济宁市
实验中学考点，学生以及陪考
的家长们渐渐散去，校园一下
子沉寂下来。一名身材瘦小的
女生轻盈地走出校门，尽管比
一般考生晚了半个小时，但她

挂满笑容的脸颊洋溢着青春特
有的阳光自信。

她叫张雪，是济宁市实验
中学高三(3)班的学生，是一名
特殊考生，自小患有轻度脑瘫。
不同于其他的考生，在两名监

考老师的陪伴下，她5点半才考
完出场。

由于身体的原因，张雪被
安排在一间备用考场，学校专
门安排两名老师在考场内全程
陪伴其左右，她每场的考试时
间也比一般考生多出半个小
时。

见张雪走出校门，在门口
的爸爸迎上前，给了女儿一个
大大的拥抱，父女俩含笑相拥
的场面特别温馨动容。

“总算结束了，太累了，现
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家睡一
觉。”张雪长长地舒一口气说。

张雪说，刚开始考试的时
候非常紧张，怕自己考不好。经
过一点点调整，加上家人和老
师的关爱和疏导，逐渐放松下
来了。“我的成绩不是很好，能
考个本科就很自足了。”张雪微
笑着说。

她特别上进
常熬夜加班学习

出生时缺氧，张雪不幸患
上轻度脑瘫。19岁的她，一路走
到高考的确不容易。

身体不便的她不仅要克服
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学习
上的困难。“课堂上学不会，我
下课找老师补习；白天完不成
作业，我熬夜做完，总会有办法
的。”

对于宝贝女儿，爸爸张福

生更是疼爱有加。考前半年，为
了让女儿安心备考，他把原本
住校的女儿接到家中照顾，每
天5点起床从柳行家中送女儿
上学，然后再去上班，下午下班
又会第一时间赶往学校来接女
儿。

说到张雪，赶到校门口送
行的班主任谢超不停地竖拇
指，“学习非常努力，经常熬夜
加班学习。”

作为班主任兼英语老师，
在他眼中，这个女孩特别有礼
貌，特别上进，又关爱集体，非
常有责任心。

张雪的乐观坚强也感染着
谢超。就在半年前，张雪的妈妈
患癌症去世。“她一度极度伤
心，上课忍不住抹泪。经过老师
和同学们的一点点安慰疏导，
她慢慢走了出来，孩子太坚强
了。”谢超语气中既赞赏又疼
惜。

乐观的张雪一言一行中也
传递着感恩。她说，父亲的恩情
是报不尽的，老师和同学们温
情的关爱，点点滴滴她记在心
间，会做最好的自己，将来感恩
身边人，感人社会，“谢谢你们，
一直对我不离不弃！”采访期
间，她多次向爸爸和老师鞠躬，
表达内心不尽的感恩之情。

细心的老妈
手捧着鲜花接孩子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还有
半个多小时，在济宁市实验
中学考点，张女士手捧一束
鲜花站在考点外，因为紧张，
鲜花的包装纸被握得有些褶
皱。

张女士的鲜花里有三支
向日葵和一只百合。“选了两
种花，希望女儿以后的人生
能够蒸蒸日上、百事顺心。”
张女士说。

“我想女儿看到这束花
会很高兴的。十年寒窗一路
走来，真是太辛苦了，特别是
高三期间每天都学到12点以
后。”说着，张女士心疼地流

下眼泪。
育才中学考点外，杨女

士和姐姐来到考点，手里捧
着一束百合花。“准备给儿子
个惊喜，专门挑选的百合花，
寓意百事合心意。”杨女士还
特地穿了一身旗袍，寓意着
儿子旗开得胜。

考试要结束了，姐姐比
杨女士还要兴奋。她的儿子
毕业9年了，当初高考时，自
己没有想到给他鲜花，至今
觉得十分遗憾。所以早早地
和杨女士买了一束鲜花，既
是给外甥个惊喜，也算弥补
了当年的遗憾。

贴心的班主任
考场外给学生鼓劲

8日下午，最后一场考试
结束。济宁一中考点外，姜计
霞的表情比别的家长多了一
份期盼，她希望拍拍学生的
肩膀、再送个温暖的拥抱，祝
福他们。

姜计霞是济宁高新区第
二高级中学高三(1)班的班
主任，这个考点有她50名学
生。这两天，她全程在考点外
守候，怕学生们紧张，只是在
路对面看着学生们一个个离
场，并没有过去给他们打招
呼。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姜
计霞放心地出现在学生面
前。

“考得咋样？”“孩子，辛
苦了，这几天好好歇歇！”考
生们密密麻麻地往外走，姜
计霞踮起脚尖找到自己的学

张雪，全市12名残疾考生中的一员。他们要比一般考生多付出很多，但在社会各界的共
同关爱下，他们以一颗坚强之心，乐观地迎接这场青春的挑战，他们脸颊上洋溢出的阳光和
自信，给人们传递着一份特别的温暖。

高考结束，老妈
们的一束鲜花，班主
任们的一个拥抱，让
考生们的紧张情绪顿
时舒缓了很多，家长
和老师们心里的那块
石头也落了下来。

一一束束鲜鲜花花、、一一个个拥拥抱抱
考考生生们们真真是是蛮蛮幸幸福福的的

妈妈给女儿送上
鲜花。本报记者 黄
广华 摄

生，挨个过去拍拍肩膀、握握
手，再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他们是我最大的牵挂，看
到孩子们轻松地走出来，我心
里的石头落了地。”姜计霞说。

在育才中学考点门前，郑
先生准备好迎接参加高考的女
儿。正准备给女儿拍照留念时，

他的三位学生上前打招呼。4位
考生站成一排，郑先生留下珍
贵的瞬间。

和姜计霞一样，济宁一中
高三(25)班的班主任夏保轩也
辗转在城区的各个考点，给进
场的学生击掌，和出考场的学
生拥抱。

8日下午5点，高考结束的
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
场，他们的考后狂欢也提上日
程。在济宁学院附属高中考点，
一考生把考试用具交给爸爸，
和同学们聚会去了。

“爸，帮我把考试用品袋拿
回家，晚上和同学约好了聚餐。”
刚走出考场的罗瑞把考试用具
交给考场外的爸爸，准备参加同
学聚会，说是和10多名同学一起
庆祝，今天不打算回家了。

“半个月前就跟我商量好
了，考完要和朋友们好好玩上
几天。”罗先生告诉记者，平常
孩子比较听话，成绩一直比较
理想。高考结束后，安排了一些
聚会、娱乐。“现在孩子们愿意
唱个歌、看个电影，这些我都能

理解。孩子长大了，我相信他，
他的活动我非常支持。”罗先生
笑着说。

除了聚会，结伴出游也成
为考后放松的一大选择。考生
张猛说，11日他和班级的几名
同学约好了，一起去成都玩一
圈，那里的小吃自己可是想了
很久了，就等高考结束之后，去
体验一下。

今天，有很多考生都像罗
瑞一样，和同学相约放松一下。
但是也有不少家长表示担心。

“孩子竟然要和同学玩通宵”、
“儿子说也和同学喝酒，我真担
心。”、“一群孩子出去旅游，太
不靠谱了吧。”

孩子的高考结束了，父母
的“考验”又来了。

扔下考试用品袋
和同学们去狂欢

葛相关链接

张雪和爸爸亲切拥抱。本报记者 于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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