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又到高考季，这一份以蝉鸣撕开的篇章，终将为学子们的梦想

拓土开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与考生们共同作战的“同路人”，他
们是家长、老师以及各种各样的服务者，与考生共同经历一段难忘

时光的伙伴。他们的陪伴、支持和共同承担，温暖而有力量。本报采访了多
位高考同路人，在这场道阻且长的陪跑中，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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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8时，北碚区江北中
学考点，当考生们正准备进入考场
时，马路对面突然出现的一幕，引
起了正在引导交通的交巡警支队
勤务四大队副大队长张骁的注意
——一位父亲正在如织的车流中
吃力地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的男
孩眼神焦急。

“请大家等一等。”张骁快步上
前，一边用交通手势示意周边车辆
缓行，一边帮助家长扶好轮椅，以
平稳的速度向前推行。一路上，张
骁不断提醒考生抓好扶手，同时细
心引导家长避开路上的颠簸处。

原来，考生小谭因为一场意外
导致骨折，右脚完全无法受力。到
达教学楼前，望着没有电梯的考
场，小谭又发起了愁。

“别担心，这几天的考试，我们
就是你的‘腿’！从进考场到出考
场，保证一步都不会落下。”张骁轻
轻拍了拍小谭的肩膀安慰，又看着
家长谭先生说。说着，他半蹲在地
上，示意小谭伏上自己的后背，随
后稳稳起身。

他一手紧紧托住小谭，一手扶
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爬向考场四
楼。天气炎热，汗水湿透了张骁的
警服，他的步伐却始终平稳有力。
当确认小谭安全落座后，张骁才抹
了抹汗笑道：“好好考试，考完我同
事来接你！这几天我们轮流护送，
安心考出好成绩！”

语文考试结束的铃声刚落，民
警卜宪勇已等候在考场外。听到
铃声，他走进教室来到小谭身边，
蹲下身子笑着说：“小谭你好！我
是卜宪勇，张骁交代我来‘接力’
啦！走，咱们先下楼休息！”说完，
他小心地将小谭背起，轻声询问：

“感觉怎么样？别紧张，后面的考
试也要放轻松。”稳稳地将小谭背
回考场外并且坐上轮椅后，卜宪勇
又仔细检查了轮椅的刹车，才推着
小谭向考场外走去。走出考场，小
谭抬头望着卜宪勇汗湿的脸庞，不
由得声音哽咽：“谢谢警察叔叔！”

高考是一场梦想的追逐旅

程，亦是一场有人温暖陪伴的“接
力赛”。

6月7日早晨，渝中区复旦中
学黄沙溪分校门前，机动大队民警
范宇领航，一辆载着50名考生的
大巴车出发，8点左右，精准地停
在二十九中考点门口。

从警27年，连续3年参与集
中护考的范宇第一时间转身，他为
考生们送上一句句铿锵有力的祝
福：“加油！必胜！”

范宇说，自己的孩子明年就会
像他今年护送的考生一样，走进高
考考场，“明年我的角色也会转变，
我将作为考生家长陪伴着孩子。”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
三波 陈军

高考首日
《师范生》举行
新书分享会

今年的全国高考二卷
作文与“梦”有关，6月7日
下午，长篇报告文学《师范
生》图书分享会在重庆市
沙坪坝书城举行，当学子
们正在考场内奋笔疾书
时，曾教过他们的老师代
表正在分享会上畅谈自己
的人生“逐梦之旅”。

沙坪坝区文联党组书
记龙婧怡说：“今天正值高
考，莘莘学子怀揣梦想、奔
赴考场。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我们相聚于此，共同开
启李燕燕长篇报告文学《师
范生》的图书分享会，这也
唤起了几代人为教育理想
奔赴考场的共同记忆。”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李
燕燕是沙坪坝本土成长起
来的知名作家，经过系统
的资料收集和近10年的深
入采访，《师范生》于今年2
月正式出版。她以扎实的
采访、理性的观察、温情的
笔触，刻画了为国家教育
事业默默奉献的师范生群
像，呈现出教育工作者的
困顿与坚守、艰难与付出。

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名
誉主席许大立说：“这部
作品巧妙实现了全景式
叙事与个体聚焦的完美
结合，真实史料与人物访
谈的深度融合，群像塑造
与典型刻画并重，堪称非
虚构写作的典范。”李燕
燕表示：“作为一名 1998
级的师范大学生，我想写

‘我们’，写这个光荣而特
殊的群体，跟随‘我们’的
成长，一起体悟这个属于
奋斗者的时代。”

分享会上，不少书中
的受访者代表都来到现
场，畅谈自己的从教经历
与人生感悟。勇救落水儿
童的“时代楷模”王红旭烈
士的妻子陈璐希是该书的
受访者之一，她说，自己从
重庆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
大渡口区育才小学工作，

“去年，我所教的第一届学
生参加了高考，有的学生
还考上了985名校，教书育
人就是要帮助他们实现自
己的梦想。”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
者 陈军

6月7日，考完高考第一天的欣欣抱着妈妈哭
了，往日不耐烦的脸上，全是孩子的无助和脆弱，再
不见过去三年的暴戾和冷酷。

而就在40天前，林静和女儿欣欣的矛盾再一次
爆发，这次女儿连学都不去上了，在家躺着。林静觉
得无比憋屈，高中三年，她觉得对欣欣的关心无微不
至，物质方面基本是要啥买啥，生活方面想吃啥吃
啥，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成了敌人一样的关系？

整整三年，林静千方百计去学习如何和女儿相
处，“像重新读了个大学”。

崩溃自残 失控只在一瞬间

4月26日，林静去接放假的女儿，欣欣再次说
起，想报考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为这事，林静
和丈夫之前跟女儿已发生过争执。林静告诉女儿，
同档次的中国大学教育水平并不差，“为何要跑那
么远去念书”，而且学费还高出一大截。

突然之间，欣欣就爆发了：“为什么你们不尊重
我的选择！我选那个学校，只是想离你们远一点！”

“妈妈哪里对不起你，让你非要远离我们不可？”林
静撕心裂肺地反问。

冲突之后，欣欣说：“我不想上学了。”林静以为
女儿说的是气话，但自周一开始，欣欣果然连续三
天不上学，躺在家里玩手机。

这不是欣欣第一次和父母闹矛盾。高中三年，
女儿欣欣自残一次，闹到报警三次，罢课三次，跟父
母大吵大闹十多次。

自残是发生在高一的时候。那天，欣欣晚自习
做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化学题，最后只对了两题。放
学回到家里，欣欣将此事给林静讲了，林静随口说了
一句：“这样怎么考‘985’？考个‘双非’连工作都不
好找。”正在吃饭的欣欣马上吵起来了，认为自己已
经非常努力了。说到激动时，欣欣把碗一下摔在地
上，捡起碎片，跑到厕所在自己大腿上使劲划，顿时
鲜血淋淋。林静死死抱着欣欣，哭着求欣欣住手。

当年年底，林静第二个孩子出生。因为弟弟的
哭闹，欣欣和父母吵了几次，还质问父母：“为什么我
这么大了，你们还去要个孩子？”爸爸告诉欣欣，妈妈
快40岁才有了这个孩子，是天意，“你多个弟弟不好
吗？”欣欣完全不能接受，坚持要父母把弟弟送走。爸
爸一气之下打了女儿，欣欣抄起沙发上的抱枕，跟父
亲对打。最后，欣欣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来了之
后，听着欣欣哭诉爸爸怎么打她。

警察悄悄对林静说：“是不是生了二胎，她觉得
你们对她的关心少了？”林静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尽
管有了儿子，但自己和丈夫依然爱着女儿，而女儿
对血浓于水的亲情毫无感觉，林静怀疑女儿是不是
变成了一个冷血动物。

第一次罢课也是高一时。作为对欣欣考上“七
龙珠”的奖励，林静兑现承诺，花六千多元给欣欣买
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进入高一之后，学校每周一
要收手机，周末放假时再发还。对手机爱不释手的
欣欣想了个办法，去买了个模型手机交上去，外观、
重量跟真手机没什么差别，老师也没发现。每天晚
上，欣欣在宿舍抱着手机玩到凌晨一两点。林静夫
妇得知后，严厉要求欣欣交出手机。欣欣跟父母大
吵一架，交出手机后，就不再去上学。这一罢课持续
了一周，直到班主任做工作，欣欣才重返学校。

势成水火 父母成发泄渠道

如何和女儿欣欣相处，是林静既学不懂又意难
平的一课。闹得最凶的时候，双方势成水火，女儿
几乎把家里的碗都摔烂了，林静夫妇一度想搬出去
租房住，让女儿一个人在家。每次争吵后，林静都
会反思，是孩子学习压力太大？还是父母相处方式
不对？或者是孩子三观有问题？

为此，她曾一度花了三万多块钱，和女儿一起
去求教心理医生。医生让林静多和女儿交朋友，了

解她的喜好，跟她一起共情。林静说，“她
的喜好我可以支持，包括她想

去看 Tfboys，

我去帮她买黄牛票。但她无节制玩手机、要求我们
送走弟弟、喜欢吃外卖等，这些不良的喜好和观念，
我怎么可能支持？”

就高中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林静和很多家
长都交流过，发现这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孩子会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家长闹别扭。“我一个朋友
也是高三孩子的家长，他说，他的孩子晚上回来，会
故意制造噪音，如使劲关门，拿东西砰砰响，就是为
了吵闹父母。”

林静明显感觉到，孩子的崩溃几乎是没有征兆
的，好像突然那根弦就断掉了。林静给欣欣报了数
学补习班，每周补一次。有一次补习老师对欣欣
说，“为什么之前给你讲的你都忘了，每次都要重讲
一遍。”一句正常的批评就把欣欣激怒了，回来后她
再次罢课，林静不得已给她停了数学补习。

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林静根据与许多家长之
间的交流发现，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成绩中游的孩子
身上，他们既没有优等生学习的游刃有余，又没有
差生彻底放弃的松弛感，拼命努力却发现成绩很难
提上去，从而造成心理上的失衡。所有的崩溃，都
来源于积攒已久的情绪。当孩子的情绪得不到宣
泄，又自我消化不了，就只能以伤害自己，或伤害父
母的方式发泄。

进入高三，林静渐渐学会和自己和解，“我变得
佛系了，不再给她施压，也不再过分关注她的成
绩。”很多时候，她都只做一个应声虫，孩子说什么，
她都小声赞同，不再发表意见。但这只是减少了矛
盾的发生，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双方之间的关系。

《不被理解的少年》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代孩
子，衣食无忧地长大，所以更为追求心灵的丰盈和精
神的富饶。但很多父母的浮躁和严苛，总想把这个
孩子嵌入自认为最优的发展轨道，去奋力追逐“成
功”。一旦出现任何预期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就变得
焦虑、抓狂、崩溃。

跨过泥潭 大家都熬出来了

5月10日，林静看到一个视频，湖北十堰一辆
公交车上，一个高三的男生在车上突然崩溃，嚎啕
大哭：“他们都很优秀……我就连上个一本都是个
问题。”“我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学习，成绩提不上
去，还是一直在下滑。”“我每天都在付出，甚至一个
星期回家也休息不了几个小时”……

林静想到自己的女儿，在看不到的地方，“她是不
是有更多的崩溃、痛哭？她是否有无法排解的自我怀
疑、心理恐慌？”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林静把视频转发给女儿
欣欣，并写了一段话：“看了这段视频，我能理解你
的焦虑和不安，因为你有太多的期待，也有太多的
恐惧，你感到自己不仅背负着你的梦想，还不想让
我们对你失望。临近高考，你一定发现，自己还有
好多知识没有掌握，还有很多题都不会做。有这种
情绪很正常，我想说——你不必想太多，也不必想
太远。更不要去考虑我们的期待，我们只是希望你
努力过就行了，爸爸妈妈会接受你的一切。”

女儿给林静回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5月下旬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欣欣考了595

分，考虑到试题稍难，这个分数属于211保底，985
挨边的水平。老师让学生们在成绩单背后给家长
写一句话，欣欣是这样写的：爸爸妈妈，我注定要离
开你们了，我不想再当你们的敌人，给我加油吧。

林静告诉女儿，“我们支持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读书，哪怕是马来西亚。以后的路都要靠你自己
走，去努力尝试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高考三天，林静夫妇在学校旁的仕燊酒店开了
两间房，每天考试完毕，他们几乎不和女儿交流，担
心因为某一句话就影响了女儿的心情，只是默默地
把饭给她端到房间，嘱咐她早点休息。

第一天考试结束后，女儿抱着妈妈哭了，这是三
年来女儿第一次拥抱妈妈。林静感受到，和女儿的敌
对关系结束了。但她也知道，不是自己做对了什么，
只是女儿跨过了高考泥潭，大家都“熬出来了”。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亲爱的“敌人”、亲爱的师长……亲爱的高考同路人
A【关键词】

亲爱的“敌人”
女儿和父母对抗三年
最终跨过泥潭

警察叔叔背考生入场
完成爱心接力C【关键词】

强劲的后背

6月 7日早晨8点，丰都县丰都二中考
点，丰都同文学校高三、六班47名考生准时
来到考场外集合，等候领取准考证进场。但
是陪伴了他们整整3年的班主任、数学老师
李春玲，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无法到场，因为，
她此刻在医院刚刚生完宝宝。

高三、六班学生高中“最后一课”上，即
李春玲临产3天前，她对孩子们说：“我虽然
不能到考场外陪伴你们，但我会和宝宝一起
在医院病房里为你们加油……”

牵挂着那群“大宝贝”

6月2日，记者在丰都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病房内见到了李春玲老师。虽然临盆的阵痛
发作越来越频繁，但她仍然放心不下高三、六
班的学生，与接替她的语文老师杨绣侨通电
话，沟通班级的情况，拜托杨老师引导他们保
持良好心态，准备参考。

看见丈夫甘老师带着记者走进病房，李
老师忙向丈夫解释：“杨老师突然接手我的工
作，不熟悉，打电话来问了一点小问题，我们
只简单聊了几句。”甘老师无奈地摇头：“我们
的‘小宝贝儿’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还是放不
下你那群‘大宝贝儿’，人在医院，心还放在他
们身上。”作为一名95后的年轻老师，高三、六
班是李春玲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后，带的第
一个高三毕业班。从高一到高三整整3年，
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和陪伴，她和
学生们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看着他们在高中3年时间里慢慢长大，
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懂事，这是作为高三老师
最大的收获。”回忆起过去3年的经历，李春玲
感触颇深：“那种感觉就像在带自己的孩子。”

顶风冒雪家访偏科学生

对于高三、六班的同学而言，班主任李
老师的怀孕不仅没有影响到他们的高考复
习冲刺，反而李老师的坚持与坚守，给他们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激励与信心。

班上的王潇同学回忆起李老师怀孕3个
多月时，依然顶风冒雪去他家里家访的事，
仍然感动不已。

王潇的家在距离丰都县城2个多小时车
程的武平镇，王潇平时住校，父母在外地打
工，只有过年期间才回老家。之前，王潇比较
偏科，数学、语文都是80多分的成绩，生物、化
学却只有四五十分。李老师打算趁王潇父母
回老家过年的机会去做一次家访，帮助王潇
查找成绩不理想的原因。

今年春节前，李春玲叫上丈夫甘老师，冒

着风雪驱车2个多小时赶到武平镇王潇家中，
和王潇的父母沟通交流，了解王潇在家的生
活、学习状况，一起商讨帮助王潇提高成绩的
方法，一直到天黑才赶回丰都县城。

“李老师怀着孕、挺着大肚子，还赶这么
远的路到我家里来关心我，我有什么理由不
发奋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王潇说。

李老师的付出与关心，加上王潇自己的
努力，到今年4月份学校举行的“二诊”考试，
王潇的数学成绩一下子提高到了130多分，
生物、化学成绩也提高到70多分，总分一共
提高了100多分。

和宝宝一起为学生加油

时间来到5月底，李老师的预产期越来
越近。5月31日，李老师决定为高三、六班
的学生上完高考前的“最后一课”，也为高中
三年的时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最后一课”上，李老师动情地对全班
47名学子说：“和大家一起走过的高中3年，
我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也见证了大家一起

‘为梦想奔跑’的青春岁月。”
李老师说：“由于身体原因，在同学们向高

考发起最后冲刺的时候，我要到医院迎接新生
命的到来。作为你们的班主任，我虽然不能到
考场外陪伴你们，但我会和宝宝一起在医院为
你们加油，祝你们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实现
自己的人生梦想！”“李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祝您生产顺利，也预祝我们高考顺利！”

最后一课上，不论是同学还是老师，情
绪都有些激动，李老师短短几句话，却为了
控制情绪一度中断。

最后她对同学们作出承诺：“往后的路
要靠大家自己去走，但我的手机永远为你们
打开。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有疑问，或者
犹豫不决，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尽心
为你们参考、出主意。”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小宝贝”即将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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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的师恩

驾高考送考车赴考场
儿子也在车上

6月7日6点30分，天色微亮，重庆交
通开投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市场分部停车
场。驾驶员周宏伟步入停车场，拿起擦布，
走到即将送考的公交车旁，细心地擦去车
窗上的露水。随后，他进入驾驶室，启动了
车辆，并调整了车厢内的空调温度。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出发，送考！”周宏伟望了望自己车厢
两侧的鼓励标语，随即启程，前往考场迎
接考生。

非比寻常——他将为育仁中学的考
生提供送考服务，而他18岁的儿子周文
杰也是其中的一员。

7点整，周宏伟与其他同事驾驶着“高
考送考车”，准时停靠在育仁中学考生入
住的重庆华辰酒店门口。

不久，考生们纷纷走出酒店，人潮中，身
着黑色T恤、迷彩裤，脚踏运动鞋的周文杰
出现在酒店门口，父子俩目光交会的那一
刻，平日里严肃的父亲展露出温柔的笑容。

看到父亲穿着整洁的公交制服站在
车门口迎接，周文杰先是微微一愣，随即
展露出灿烂的笑容：“爸，原来今天是你开
车啊！”

“没错，我特地申请的！就是想亲自
陪你考试。”周宏伟轻拍儿子的肩膀，“来，
我们父子俩拍张纪念照。”拍照结束后，周
宏伟又对儿子周文杰细心叮嘱：“身份证、
准考证都带齐了吗？考试时放轻松，我会
一直陪着你的！”

几分钟后，乘坐周宏伟驾驶的3号车
的所有考生都已上车就绪。周宏伟再次
细心地提醒考生系好安全带、检查准考证
是否带齐，并告知车厢内准备了清凉油、
藿香正气液、矿泉水、备用文具和纸巾。

“请大家再次确认自己的准考证和文具，
系好安全带，我们车里备有2B铅
笔、黑色签字笔，有需要的可以找
我领取。我们五分钟后出发，祝大
家高考顺利！”

在接下来的3天里，周宏伟将
陪伴儿子和其他236名学生一起

经历 6 场考试，要
12次往返考场。

新重庆-重庆
晨报记者 郑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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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伟悄悄地拿出一个粽子挂件递给儿子周文杰

6月3日下午，李春玲老师在丰都县
人民医院顺利生产，母子平安。

北碚一考生骨折，民警
背考生到考场。

6月7日，字水中学，考场外陪考的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