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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距高考还有一天时间。这两
天，虽然已放假回到家中，但 17岁的梦妞
（化名） 丝毫没有放松学习。她除了吃饭休
息，就是复习感觉还没有掌握全面的相关科
目知识，比如再熟悉一下前些年的高考作文
体裁，多看看最新的时事政治等。

到了下午，考生需要模拟进考场时，梦
妞才坐上汽车，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按时
赶到了漯河高中南校区。在车上，她也没有
忘记用手机查阅最新的时政知识。

“在家里闷了两天，终于可以出来透透
气了。”下午 4时 30分许，走进校园的梦妞

笑着说。
梦妞就在漯河高中就读，尽管只是短短

两天没来学校，但她看到同学和老师，有一
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遇到要好的同学，梦妞和她们总会不约
而同地举起双手拥抱对方，然后互相鼓励加
油。看到了自己的老师，梦妞更是礼貌地跑
上前与老师深情拥抱。看得出，梦妞是一个
很懂事的孩子，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也很
受老师的喜欢。

“孩子的状态很不错，希望她能保持到
高考结束。”梦妞的妈妈李春茹看着活泼的
孩子，面带笑容地说。

李春茹说，熬过十年寒窗苦，终于到了
检验成绩的时刻，这时候家长其实是最紧张
的。这几天，总担心孩子休息不好、吃不
好，她倒经常吃不好、睡不好，反倒比孩
子还紧张。“考试期间，家长一定要做好孩
子的后勤工作，保证孩子以良好的状态参加
考试。”她说。

梦妞高中三年，她的爸爸一直坚持每天
早上送、晚上接，为的就是保证孩子休息
好，也能时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和精神状
态。现在到了高考的时候，他也很紧张。

梦妞的爸爸感慨地说：“当年我就是从
漯河高中毕业的，现在又看着孩子高考，心
情真的很激动。我就是一步步奋斗，才有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孩子比我们更强，将
来走得更远、飞得更高，为社会做更多有益
的贡献，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想法。”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太感
谢你了，关键时候遇到了好心
人！幸亏你及时把孩子的准考证还
给了我们，不然都不知道该咋办
才好。”6月6日上午，市区友爱街
一家快餐店里，我市一名考生的父
亲何先生激动地握着老板夏先生的
手不放。

原来，6月 5日晚上，我市考
生何永（化名）在这家快餐店吃了
一碗炝锅面，他吃饭时随手把准考
证和其他一些物品放在了餐桌上，
吃完饭后直接结账走了，忘了放在
桌子上的东西。

“我收拾餐桌的时候，发现桌
子上有两张纸，仔细一看，是一张
准考证和一张考生须知。”夏先生
告诉记者，他看到是准考证后，心
想肯定是某个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
落下的，就先小心保管起来，想等
失主来领。

一直在店里等了两个多小时，
夏先生始终不见有人前来认领。

“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我直接拿
着准考证回家了。”夏先生说，回
到家后，他就把准考证拍照传到
朋友圈，并发消息寻找失主“考生
的准考证丢了，大家有认识的可以
转发下，请联系 1883951××××”。
等到夜里 11点多，夏先生接到了
何永家长何先生的电话。

“应考前需要准备的事项太多
了，孩子本来就有压力，把准考证
随手一放，就落在了快餐店里。”
何先生告诉记者，6 月 5 日晚上，
孩子回到家里后，他随口问孩子的
准考证在哪儿放着，孩子说在裤兜
里，结果一掏裤兜，发现准考证不
见了。后来孩子的班主任给他打电
话说，在朋友圈里看到，何永的准
考证被一个快餐店老板捡到了，他
就直接联系了夏先生。

考生弄丢准考证
今年真有这事儿

高考前一天：考生很放松 家长挺紧张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6月4
日，安徽卫视、江西卫视、央视
网等媒体，纷纷报道了一则新闻

《河南漯河：梦想与年龄无关 69
岁老人再战高考》，引起了广大市
民关注。然而，经过记者求证，
这位参加高考的老人，并非漯河
人，而是河南滑县人。

“这位老人太励志了！”“咱漯
河的身边人，我怎么没听说啊！”

“太崇拜这位老人了，真想了解他
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参加高考……”
6月 5日、6日，本报热线电话不
断，不少市民看到则新闻后，想
了解这位老人的具体情况。

6月 6日，记者在网上搜索发
现，不少电视媒体都播出了这则
新闻。

为 何 会 发 生 这 样 的 乌 龙 事
件呢？记者翻看了近几天的新闻
报道，发现 6月 5日《大河报》 03

版刊发了一则 《69岁滑县老人再
战高考》 的新闻，而在版面上方
紧挨这则新闻的是一则报道漯河
女教师手术后坐轮椅坚持上课的
新闻，而且两则新闻同属一个栏
目。记者推测，很可能是外地媒
体在转发时，把两则新闻的发生
地点混淆了。

随后，记者又同滑县电视台
记者付相海取得了联系，对方证
实这位老人的确是滑县人。据付
相海介绍，这位老人名叫柳玉
春，今年 69岁，是滑县枣村乡枣
村集村一名普通农民。1978 年，
老人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参加人
生的第一次高考，但很遗憾没有
被录取。2017年6月，老人重燃高
考梦，以 68岁的年龄参加了人生
第二次高考，但仅考了180分。今
年，老人心有不甘，第三次踏上
高考征程。

再战高考挺励志
老者并非漯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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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期间，就这几天。十年寒窗，非
常关键。健身爷爷，停止甩鞭。跳舞奶奶，
休息两天……”6 月 6 日，网友“偶来啦
啦”在朋友圈发的这一段顺口溜赢得不少网
友的点赞和转发。

6月 6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偶来啦
啦”。“高考，不管对于学生还是家长来说，
都是大事，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高考，清
楚当时的感受，希望这两天市民都能尽自己
所能，减少噪声，为高考的孩子们创造一个
安静的考试环境。”网友“偶来啦啦”说，
这段顺口溜也是转发别人的，她发到朋友圈

后，有不少网友点赞和转发，并表示确实应
该从自我做起，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
环境。

采访中，有很多网友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并呼吁减少噪声。

“我家今年就有学生参加高考，在高考
期间，孩子能有个良好的生活、休息、学习
环境真的挺重要。如果周边环境嘈杂，肯定
会影响考生休息，进而影响成绩。”网友

“起升”对记者说。
“平时我家附近的广场上总有很多大

妈跳广场舞，这几天我发现跳舞的少了，甚
至昨天都没有了，看来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为这些懂得考虑别人感受的人点赞！”网友

“熊熊”说。
“前几天，我家楼上的一家住户，正在

装修都先停工了，说是怕影响到小区今年
要高考的孩子。高考这两天，我也会更加
注意，开车出门的时候会尽量少按甚至不
按喇叭，从我做起，不制造噪声，为参加
高考的孩子们加油！”网友“第一束花”对
记者说。

“高考对每个考生来说都很重要。希望
车主朋友们，这几天开车在路上时，尽量少
鸣笛，共同营造安静和谐的考试环境。”网
友“大花”说。

网友转发顺口溜 提醒勿制造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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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妞与老师亲切拥抱梦妞与老师亲切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