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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曾洋

距 中 考 越 来 越 近
了。早晨 5 点半，晨光
熹微，九年级教室里已
经 坐 满 学 生 ， 书 声 琅
琅；晚上10点半，九年
级教室里仍有不少学生
还在遨游题海。

此情此景，不禁让
我打开记忆之门，回想
起1986年我的中考。

那年我 15 岁，是个
懵懂少年，充斥我脑子里的内容，除了功课就是班主任
栗老师每天都要说几遍的“坐断板凳腿，瘦掉十斤肉”
这类拼搏励志话语。每天回到家一看饭还没做好，就找
早上剩下的烙馍，用刀一切，开水一泡，放点盐，“呼噜
呼噜”三口两口扒完，就赶快回学校。只要看到老师进
办公室，就抓起书本去“抢”老师，生怕老师被其他同
学“抢”住，轮不到自己问问题。

那年，每天都早起晚睡，往往早晨不到5点就从家
里赶到学校，晚上回家继续挑灯夜战，父母催促几遍仍
不肯睡觉。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灯头熏黑了我的脸，
烧焦了我前额的头发。

那年，学校连续多次进行模拟考试，我的成绩一次
比一次好。但有那么一次，是全商桥学区初三统考，我
却因为数学只得了68分掉出前三名。老师念到我的成绩
时，我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眼前发黑。直到
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才清醒过来，发觉是数学老师杨老
师。跟着杨老师到了他办公室，他拿出我的数学卷子告
诉我，我的数学成绩是86分，我的成绩应该是全商桥学
区第一名，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总分表上是68分。他鼓
励我不要计较成绩表上的东西，知道自己的实力即可。

那年，中招报志愿时，我才从班主任那里得知，除
了高中，还有中专、中师这类学校，毕业后包分配工
作，农村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这对我们这些农村娃来
说，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在班主任老师的鼓动下，
加上我最尊敬的杨老师是漯河师范学校毕业，于是，我
报了漯河师范学校。

那年，我以预选第一名的资格，和其他学生一起，
坐着学校包的大卡车，生平第一次进城，坐到了中招考
场上。那年中考作文题目是《给桃花源人的一封信》，现
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略做思考即一挥而就，告诉桃
花源人现在是没有战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生活
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劝他们“偕妻子邑人”走出桃花
源，回归我们这个大家庭，一起过美好生活。还记得考
数学时，觉得特别容易，自我感觉没错一道题，成绩出
来后才知道得了98分。

中考结束后的暑假，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考不
上，但毕竟见不到录取通知书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每天
从地里割草回到家，第一句话永远是“通知书下来了
没”。直到那天我背着草篮子离家还有老远，就看见父亲
站在胡同口，手里挥着一个信封喊我：“走快走快，你考
上了！”我跑过去，把草篮子往地上一扔，抱着已拆开的
信封，从里面拿出那张大红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
着：“郑曾洋同学……”看一遍又念了一遍，才确信无
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

弹指一挥间，31年过去了，我在老家农村学校的讲
台上已度过了28个春秋，陪伴着我的学生经历了一年又
一年的中考，但唯有 1986 年我的中考，我永远铭记于
心。拼搏挥洒的汗水和报志愿的选择，给我带来的不仅
仅是教师这个职业，还有一直伴随着我的信念和习惯。

如今，我的又一届学生即将迈入中招考场，作为他
们的班主任老师，我想把以下这段话送给我的学生：中
考，只是你人生旅途的一个站点，只有经历过这个站
点，你才能搭上前行的列车，走向更美好的下一站。

我送你们上考场，你们继续前行。

我送你们上考场

□无萍

人生有很多转折点，比如中招。虽然现在儿子
已经在另一座城市上大学，然而，此时此刻，当我
坐在电脑前回忆当年陪伴儿子中考的一幕幕，一切
仍鲜活如昨日。

记得考前几周，儿子作业特别多，各种中考演
练、模拟试卷轮番轰炸。儿子每天都要做到半夜。
我说，做不完就别做了，健康第一呀。儿子不听。
他只听老师的。

考前两天，已经晚上12点了，实在等不及，我
准备上床休息，忽然看见儿子进了卫生间，心想，
等他出来我再睡吧。结果没多大一会儿，自己竟先
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儿子轻微的开门声惊
醒，原来儿子刚从卫生间出来，他好像有点拉肚
子。我的心瞬间像被蜜蜂蜇了一下：在这节骨眼
上，儿子怎么可以拉肚子呢？所幸到了第二天，儿
子没有大碍，不用吃药。

考前一天，终于没有作业了，儿子一觉睡到了
早上 9 点多。吃完饭，他先是玩了半个多小时的游
戏，又看了20多分钟的欧洲杯足球赛，然后把考试
要用的各种资料分类整理好。整理完毕，又检查了
若干遍。

考试前几天，同事就告知我，考试期间，人
多，出租车不好打，不如住到他的新家。听说考点
附近的宾馆早就爆满了，同事新家离儿子的考点大
概 5 分钟车程，无论怎样都不会误事。新家什么都
有，就是没住人。不过一次考试，如此麻烦人家，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左右权衡后，终是谢绝了同
事的好意。不过，还是有点担心第二天能不能顺利
打到出租车。要知道，我家距离考点有4公里左右。

那个晚上，我是在忐忑中入睡的。
考试第一天，有雨，天气比较凉爽。第一场8点

半开考。本来定的闹钟是6点10分，结果我5点多就
醒了。熬粥，又弄了儿子爱吃的酸辣土豆丝、煎鸡
蛋，然后喊儿子起床。搁以前，说什么他也得磨蹭
一会儿，那天儿子一下子就起来了。

饭后，我提着行李 （因为打算中午在考点休
息，所以带了凉席、枕头、毛巾被），儿子背着书包
就一起出门了。刚下楼，就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马
路对面。仅仅10多分钟，我们就到达考点。一切担
心纯属多余。

上午考的语文、历史，考试出来，看见儿子表
情一般。没问他太多，生怕给他增加负担。

中午吃盒饭，米饭、鸡腿、西瓜、番茄炒鸡
蛋、蒸青菜，青菜、番茄都不对儿子胃口。没办
法，到小卖部买了面包给儿子。

一个中午儿子也没睡几分钟，躺在席子上翻来
翻去，后来索性把我的手机拿过去，玩起游戏来。
他自己说不瞌睡。

下午物理、化学，儿子说有两个地方有点小失
误。不过，看表情，他似乎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考试第二天，情况跟第一天差不多，只是数学
有几处错了，发现后已经没时间订正。下午的英语
是他的强项，没有太大意外。

考试刚结束，网上就有答案发布出来。儿子懒
得估分，根本没看。

最后，儿子如愿被自己喜欢的高中录取，虽然
考试略有失误，并没造成太大影响。

后来，我把儿子不用的各种辅导书、页子整理
了一下，足足装了两大麻袋。

仔细想想，孩子一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试，
而中考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之一。孩子自己的路
只能自己走，做家长的，担心太多、唠叨太多都没
用。只要孩子一步一个脚印，必然会有好的结果等
着他们。

儿子的中考

□蔡慧娟

“小满温和夏意浓，麦仁满粒量还轻。”五月，“小
满”前一日，我参加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的采风
活动，来到省级一类贫困村郾城区李集乡陈东村。

信步走在村里，整洁的街道两旁，一片片虞美
人热闹地开着。新修的文化活动广场有各种各样的
健身器材，老少爷们不用出远门就能享受到和城里
人一样的休闲生活；标准化的卫生室药品齐全，有
个头疼脑热根本不用出村；村里的主街道全部硬
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个贫困村居然装上了69
套太阳能路灯，修建了4565米排水管网，并且自来
水管网已连接到了村民的灶台边。这是个晚上不再
黑暗的村子！这是个能用上水冲厕所的村子！

随便找村民聊聊，都听到这样的话：“现在我们
村条件好多了，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原来在电视中
也常听到这样的话，总是不以为然，以为是摆拍的
镜头。通过这次采风，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党的扶
贫富民政策深入人心，村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党的
好政策，感谢党的好干部。

我们一行人走进村民陈松林家。陈松林今年67
岁，老伴赵桂香66岁，两个女儿均已出嫁。陈松林
说，以前他身体好时，靠勤劳的双手，勤俭持家，
早在1986年就把正屋盖了起来，一砖到顶，屋脊高
起，当时在村里是数得着的好房子。后来，因修高
速公路征地发了补偿款，他又把厢房盖了起来。后
来，陈松林和老伴相继患病，每年的医药费都负担
不起了，房子年久失修，他也无力维修。是党和政

府给他送来了温暖，村里帮助他修缮了房屋。
陈松林的老伴赵桂香则从另一面向我们讲述了

她的感恩之心。赵桂香说，她生育有两个女儿。当
时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没有儿子的家庭
在农村抬不起头。身体的病痛和闲言碎语，使她一
度精神低落。说到这里，她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等她的情绪稍稍平复一下后，她又说起了村支书陈
向阳。向阳经常和她唠家常，在思想上、生活上关
心她。陈东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也经常到她家访贫问
苦，给她宣传党的好政策，要她树立信心，相信党
和政府“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使她觉得生活有奔
头，明天的日子会更好。

“向阳这孩儿真是个好孩儿，办事公道，有能
力，有爱心，给陈东村办了不少实事、好事。”赵桂
香一边跟我们唠家常，一边提着一桶水，给院子里
的蔬菜浇水。小院里种满时令蔬菜，绿油油地焕发
着生机，像这个家庭崭新的希望。

“村里马上要引进一个服装厂，村里干部让我
和你叔也去干
一些力所能及
的活。赶上这
么 好 的 政 策 ，
这日子我都过
不 够 ！” 赵 桂
香脸上带着生
动的笑容，由
衷地说。这是
我在五月听到
的最美声音。

最美的声音

人间真情人间真情◎

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