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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母亲拿着报纸去
工厂要人

5月26日，记者在山东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见到了正
在门诊坐诊的彭欣。一名患者
正请彭欣检查困扰自己多日的
肝病。从接诊，到望闻问切，再
到最后的开单，彭欣用了半个
多小时的时间，然后亲自扶老
人去化验室。老人对彭欣千恩
万谢，询问着他的坐诊时间，想
下次还找他看病。

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每周
五是彭欣在医院的坐诊时间。一
直忙到中午，彭欣才抽出时间，
将思绪拉回到40年前。“哎呀，那
时候确实很苦，也很锻炼人，现
在想起来也很怀念。”今年60岁
的彭欣，想起下乡知青的生活感
慨道。1975年高中毕业，彭欣像
其他年轻人一样，响应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7年国庆节之后，彭欣
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以下
乡知青的身份报名参加了“文
革”后的首届高考。从知道消
息，到参加考试，时间仿佛倏忽
急逝，很多细节彭欣早已经记
不清，只记得自己在一片紧张
与忙碌中完成了考试，考完又
空落落的，“谁心里都没底，不
知道考不考得上”。

考完试不久，恰赶上济南
市招工人，彭欣作为优秀知青
被推荐回城，进了济南中药厂，
就是现在的宏济堂药业有限公
司的前身。“进了厂之后干炮制
工人，做中药炮制，那个活，对技
术要求极高，真是又苦又累又
脏，”彭欣现在想起来，仍然不由
自主地皱眉头，鼻尖萦绕的还是
各种中药炒制的味道。

到了填报志愿时，药厂师傅
喜欢这个勤快又伶俐的小伙子，
建议他考山东中医学院，即山东
中医药大学的前身。进工厂后干
了3个月工人，彭欣等到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但工厂却不放人
了。这种情景在当时并不罕见，
很多单位都不想放考上大学的
优秀年轻人。“后来，听说任何单
位不能以任何理由阻碍高考生
上学。我母亲就拉着我，拿着当
时报纸去厂里找，领导终于给我
开了绿灯。”当时，知青点去参加
高考的四五个人，只有彭欣考上
了。从小在教委大院长大的彭

欣，长在大学校园里，跟大学生
玩耍在一起，“将来要考大学”，
早已成为彭欣内心根深蒂固的
情结。

回顾高考，彭欣感慨，于他
而言，考大学是实现梦想的珍贵
机遇，高考也切切实实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假如1977年我没有
考上，下一年我会接着考。”

上大学的学习状
态几乎癫狂

一想到大学生活，彭欣就爽
朗地笑了，“上大学是我青年时
期最难忘的经历，是作为青年阶
段最值得骄傲和留恋的时光。”

彭欣记得，当时北大1977级
的大学生喊出来一个代表全国
学子的口号：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这真的是当时我们共同的
信仰，真的是有那种理想热情。
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热血沸
腾。”彭欣一连说了两个“真的
是”，脸上因为激动呈现出红色。

想起大学，彭欣眼前首先浮
现的是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埋头
攻读的身影，就连餐厅打饭排队
时，大家也会掏出牛皮纸封皮做
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中
药的汤头歌诀、黄帝内经条文、
伤寒杂病论的条文。大家排成一

队摇头晃脑背书，成为每日餐前
的绝佳风景。“学习的欲望相当
强烈，感觉憋了很长时间的学习
愿望终于实现了，全身心投入学
习的状态几乎癫狂。”彭欣将这
形容为一种学习的“饥渴感”，这
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
学习的群体普遍具有的“症状”。
那时候书籍不多，教材都是老师
刻板油印，“像一个饥饿的儿童，
永远吃不饱”。

大学里又不仅仅是学习，这
些来自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

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十六七
岁；有的拖家带口读书，有的还
不知道恋爱是啥；有人成熟练
达，有人年少气盛。但却个个“身
怀绝技”。他们组成一个小乐队，
唱着当时流行的校园歌曲，《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山楂树》、

《洪湖赤卫队》，也唱着属于那个
时代的骄傲和苦闷，彭欣当时还
是乐队的手风琴手。

他们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大
学时光，却唯独缺了“大学恋
爱”这堂课。“那时候我们还真
没把恋爱当回事儿，那种进入
学习殿堂的感觉，使劲学、使劲
读书成为第一需求，谈恋爱还
是一种还没来得及想的状态。”
彭欣说，时间太紧迫了，而想做
的事情那么多。

“高考制度仍是最
公平的选拔人才机制”

课外活动被各种社会活动
和班级工作占据，学习又不想
落下，彭欣便想着用其他各种
时间来补。每到晚上，教室清空
锁上门，宿舍里熄灯前，彭欣就
背着书包、夹着小绵垫到校园
里面去找地方看书。电线杆下
面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但
辅导员检查完宿舍，在校园逛
的时候，经常一抓一个准，“第
二天开班干部会时就会被点名
批评，带头违反作息纪律。”

就这样，中医五年制，毕业
之前，所有同学的五年成绩做排
名，彭欣全年级排名第六。他的
毕业志愿是留校当老师，想去

“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没想
到，彭欣已被定为行政岗位。但
他对做中医研究仍有“执念”，在
恩师刘持年教授的支持下，彭欣
成了方剂学教研室的兼职教师，
一边干行政管理工作，一边做业
务。从1983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
学院的书记，彭欣今年“五一”刚
退休。现在，他是济南中西医结
合学会会长，山东省经方研究重
点实验室主任，全国名中医专家
学术传承人。

谈起现在的高考制度，彭欣
禁不住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几
句话，“考大学是成才的最好途
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我的体会
是，读大学和不读大学完全不一
样，特别是对学生来说，高考制
度还是当今社会竞争体系中最
公平、最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上
这么多的岗位竞争与人员选拔
机制，最严密最公平的还是它。”

本报济南6月2日讯(记者
郭立伟) 2日是高考准考证打印
第一天，不少家长和考生顺利打
印多份备份。考生和家长一定注
意，该短信验证密码2017年招生
录取期间一直有效，填报志愿也
需使用该短信验证密码。

2日上午9点开始，山东省高
考可以打印准考证。为确保考生
信息安全，今年我省首次增加手
机短信验证密码功能。家长正确
输入考生身份证号、个人登录密
码、图片验证码，点击“点击发
送”后，系统会向考生报名预留

手机号发送短信验证密码，成功
后提示。

有家长反映，有时验证码接
收比较慢，这种情况下，一是查
看预留的手机号是否正确，二是
有可能是网络拥堵，家长可以稍
等一下，最后还有困难，给当地
招办打电话。另外，有的家长手
机有手机管家等软件，可能会将
验证码拦截，家长要注意查看。

家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家
中不能打印，外出打印的话，千
万注意密码和验证码不能外泄，
打印完毕要记得安全退出，不要

直接关闭网页。若打印不方便，
可以在自己电脑上虚拟打印成
PDF格式的，存在U盘上，去有打
印社的地方打印。

一旦忘记了密码，这种情况
下，一是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找
回，二是通过密码邮箱找回，三
是带着个人资料去所在地区招
办申请找回。

本次夏季高考准考证打印
首次采用了身份证号+登录密码
+短信密码的登录方式，不再使
用考生号+身份证号的登录方
式。短信验证密码发送到考生报

名时填写的“接收短信手机号
码”的手机上。

考生和家长一定注意，该短
信验证密码2017年招生录取期间
一直有效，即：填报志愿也需使用
该短信验证密码。因此提醒考生
务必妥善保留好此条短信，不要
删除，也不要向其他人展示。

考生自行发送短信验证密
码只能自己发送一次，系统只要
发送成功，不论考生是否收到都
提示已经发送，若无法收到需要
联系区市招考办协助解决。

如果在接收短信密码时出

现以下情况，请联系区市招考办
协助解决：因换号无法接收到短
信；部分以17开头的虚拟运行商
手机号无法接收到短信；因停机
无法接收到短信；收到短信却误
删除。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
育部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教
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
2017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
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
时举报反映涉及2017年高考安
全的线索。山东省的举报电话为
0531-86162757。

打打印印完完准准考考证证，，短短信信验验证证码码别别删删
填报志愿还得使用该验证密码

高考故事

40年前，下乡知青高考走进大学学中医

电电线线杆杆子子下下学学习习经经常常被被““抓抓””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
从事中医工作35年。1957年
出生，1977年参加高考，考

取山东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
下乡当过知青，进厂当过工人，20岁参加高考。现如今，他

已经是德高望重的中医教授，治病救人，传道授徒。回想那段
岁月，彭欣仍然非常激动，“上大学是青年时期最难忘的经历，
是我青年阶段最值得骄傲和留恋的时光。”

彭欣（右）与同学一起读《本草纲目》。

故事主人公：彭欣

相 关 链 接

本报济南6月2日讯(记者 郭立伟) 1977年，
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
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至今，已
经整整40年。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
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
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
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
到求学大军中去。

十年中累积下来的570多万二三十岁的青
壮年男女，从车间、从农田，从军营……走进了
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

据了解，国家一决定恢复高考，有资格报考的人
便蜂拥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
携手同进一个考场，一块来挤“独木桥”。其中，也衍
生出因高考而产生的不同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故事。

即日起，齐鲁晚报推出“高考故事”系列栏目。
不管你是在上世纪60年代
就已参加高考，还是1977

年恢复高考的“第一
代”，不论是你自己，
还是你身边的亲人。
请说出你的故事，我
们来记录和书写，为

你保留那段人生记忆。

恢恢复复高高考考4400年年 晚晚报报邀邀您您来来回回忆忆

彭欣大学时代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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