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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迎来人生首次大考

□本报记者 齐 放

6 月 7 日 早 上 7 时 20 分
许，吃过早饭的梦妞和爸爸
一起下了楼。

“孩子很淡定，这正是我
希望看到的。”坐在车上，梦
妞的爸爸沈先生对记者说。

此时的梦妞，抓住这段
最后的时间，沉浸在语文考
试练习内容中，在车上默默
地看、默默地记。

沈先生不但送女儿去漯
河高中的考点，他还参与了
爱心送考，只要看到路边有
准备乘车的考生，就停下问
顺不顺路，要不要搭车。

20 多分钟后，沈先生把
梦妞送到文化路口。女儿拿
好物品下车走向考点。

“时间还早，我看能不能
送其他考生到考场。”说完，
沈先生开车离开。

因为到校时间尚早，梦
妞在考点门外继续看着书，
也时不时和同学打声招呼。8
时 20 分，考生可以进场了，
梦妞依然气定神闲，像平时
上学一样走进熟悉的校园。

上午考试结束后，梦妞
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然后
回到寝室休息调整自己。

“中午接回家吃饭休息太
折腾了。在学校吃饭休息可
以让她少一些压力，如果打
乱她平时的学习生活状态，
可能让她感觉不太好。”梦妞
的爸爸沈先生说，越是感觉
最紧张的时刻，越要放松像
平常一样，这样的气氛可能
最好不过。

下午 5 时许，考试结束，
沈先生又开车来接紧张考试
一天的女儿。他微笑着为梦
妞递上水，父女二人会心一
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个时候不需要问太
多，会影响孩子心情。等全
部考试结束后，再总结回顾
不迟。”沈先生如是说。

□本报记者 杨 旭

时钟滴答，纸笔摩擦，6
月 7日，高考大幕拉开。与往
年不同，这是“00后”首次踏
入高考考场，为青春和梦想发
出最重要的一搏。当天，记者
采访了一些“00后”考生，发
现不少人在面对人生第一次大
考时，少了一份紧张，多了一
份自信。

对考试冷静应对

在漯河五高南校区考点，
离考试开始还有一个小时，考
生王玉龙没有选择抓紧时间复
习，而是和几位同学说笑。在
他脸上，记者看到的是从容。
他表示，寒窗苦读这么多年，
为的就是能上一个好大学，紧
张肯定会有一点，但是自己能
控制情绪。“我觉得临时抱佛
脚没啥用，知识重在平时积
累。”王玉龙说，“再说了，紧
张也不会提高我的成绩。”

考试开始前，考生侯玉莹
的妈妈不断地通过微信给女儿
发来语音信息，告诉女儿遇到
不会的题目不要慌张，先跳过
去。相反，侯玉莹却安慰起妈
妈，告诉她自己没事，已经准
备好了。“我觉得我妈比我紧

张多了，今天早上非要送我来
考场，我说没必要。”侯玉莹
说，“模拟考试了那么多次，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气氛。”

对未来充满期待

高考才刚刚开始，一些考
生就开始想着考试完干什么
了。“高中生涯终于要画上句
号了，是时候歇歇了。”在漯
河外语中学考点，考生刘潇潇
笑着对记者说，“真想赶紧考
完，把少睡的觉全部补回来。”

记者发现，之所以不少
“00后”考生表现得既淡定又
从容，与招生政策和社会环境
有着密切关系。采访中，一些

陪考家长表示，只要不是成绩
太差，想继续上学还是容易
的。“上清华、北大肯定是非
常非常难，但是要上一个普通
的本科院校，现在比以前容易
很多。”陪女儿一起来考试的
市民陈丽群说。

同时，在一些家长和考生
看来，高考并不是唯一的出
路。考生陈峰今年只有 18岁，
但与记者的交流中，却已透露
出成熟的一面。“高考是一个
改变人生的机会，我一定会尽
全力抓住它。”陈峰说，“如果
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我也不
会心灰意冷，未来的路还很
长，还有很多机会，我相信自
己。”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实
习生 李 潘） 6 月 7 日上午，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开始，漯
河高中北校区考点是“专升
本”考点，有1500多名考生参
加考试，这些学生基本为我市
几所大专院校的大学生。记者
了解到，今年我市“专升本”
报 名 3260 人 ， 比 去 年 增 加
1344 人，增加 70.15%，大有

“井喷”之势。

专科生再入考场

6月7日上午8点，漯河高
中北校区考点周围已经站满了

考生。与其他高考考生相比，
这些考生年龄稍大，打扮更入
时。不少考生手拿各种“试
卷”“宝典”埋头阅读，记者
看到，考生们看的是英语题。
一位同学告诉记者，“专升
本”考试只考两门，上午考英
语，下午是专业综合。

记者通过了解得知，参加
专升本考试的基本是我市各大
专院校的毕业生，其中以漯河
医专最多。漯河医专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漯河医专
参加考试的考生有 2700多人，
足足比去年多出一千人，大约
占今年毕业生的一半。

“专升本”热度高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
“专升本”（普通高校优秀专科
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 报
名 3260 人，比去年增加 1344
人，增加 70.15%。今年高考，
我市设置了 2 个专升本考点，
共110个考场。

“目前本科生就业难，专
科生更是缺乏竞争力，工作难
找，许多单位招聘都要求本科
或以上学历，专科连应聘或考
试的资格都没有。”漯河医专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专
毕业生一般都是考省内的对口
本科院校，最直接的好处不仅
是提高学历，也提高了业务水
平，有利于找到好工作。

漯河医专学生张雅告诉记
者，如今医学专业的大专文凭
作用越来越小，进公立医院基
本不可能，唯有专升本才有可
能进入好的公立医院。“专升
本后能学到更多知识，有利于
提高自己。”

漯河食品学院考生告诉记
者，现在学历越来越重要，不
少公司在应聘时就把大专生排
除在外，所以能够“专升本”
也是同学们的愿望。

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昨日上午，在漯河四高西校
区考点，一对双胞胎姐妹考
生引来众人的目光。

双胞胎姐妹分别叫张晶
晶和张莹莹，是漯河五高高
三 （20） 班的学生，作为同
班同学，她俩又在同一考点
考试。昨日上午 8 点 30 分，
两姐妹身着同款的小碎花裙
子，穿着同款的凉鞋，背着
同款的书包，迈进了考场。

姐姐张晶晶告诉记者，
她和妹妹学的都是理科，两
个人从小到大几乎每天都在

一起生活、学习，可谓心有
灵犀。两人在生活和学习上
遇到困难和迷茫时，都是相
互安慰，相互扶持。高考分
考场时又分在一个考场时，
两人都说：“真是巧合，人生
的大考中，俺们一起携手，
不离不弃。”

据双胞胎姐妹的班主任
高老师介绍，姐妹俩各方面
都很好，学习也很用功。最
重要的是姐妹俩感情很好，
出门都是手牵手。“希望姐妹
俩能考出好成绩，一圆人生
梦想。”

高考首日

平常心态 走进考场

双胞胎姐妹同一考点参加高考

从小就手牵手 这一刻也不分开

开考前开考前，，老师和考生击掌鼓劲老师和考生击掌鼓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林润李林润 摄摄

3260名专科生再入考场

双胞胎姐妹在同一考点参加高考双胞胎姐妹在同一考点参加高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辉辉 摄摄

参加参加““专升本专升本””考试的考生考试的考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光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