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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十年磨一剑，英雄出少
年。6 月 7 日，2023 年高考
拉开大幕。求知路上所有的
苦乐沉淀，都将在这一刻蓄
力而发。

上午 8 时许，市一中考
点外聚集了不少送考家长，
除了常见的“旗袍妈妈”外，
还有不少穿红衣的父亲。

8时 20分，市民张先生
身穿一件印有“旗开得胜”的
红色T恤，送儿子进入考场。

“孩子求学十二载，家长
和孩子共同经历风雨，这一
刻真是感慨万千。”张先生
说，4年前，他穿着红衣服送
大女儿走进高考考场，今年
儿子又迎来重要时刻，“越临
近考试，越能感受到孩子的
成长，好像他一夜间就成大
人了。”为了讨个好彩头，张

先生十几天前就准备好了高
考当天穿的衣服，还准备拍
些儿子高考期间的片段，记
录下儿子青春奋斗的最美好
瞬间。

蔡女士和丈夫家住市区
建设路东段，一大早就赶到
考点，穿上了早早准备好的

“高考必胜”“金榜题名”T
恤。“女儿不知道我们来，她
告诉我们要平常心对待，不
让我们送，但是我俩都没参
加过高考，也想来体验一下
高考的氛围。”蔡女士说。

在市二高考点外，身着
红裙子的王艳琴格外显眼。
她家住示范区湖滨路街道井
营村，当天特意穿了一件红
裙子送儿子参加高考。“高考
嘛，希望给孩子一个好彩
头。”王艳琴说，见证孩子成
长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对于
她来说是一种幸福。

有一种祝福叫“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春生

6月7日早上8时多，市
二中考点大门口，送考家长
早早到达，虽然不乏身着旗
袍的家长，但更多的家长身
着休闲装为孩子送考。

“加油，放轻松。”不少家
长细心叮嘱，目送自家的孩
子自信、轻松地进入考点。

“我穿旗袍是孩子的想
法，孩子说这样有仪式感。
其实她性格开朗，说自己没
有一点压力。”在新华区某小
学任教的张老师表示，送向
日葵不仅仅代表着希望她能

“一举夺魁”，更希望她能像
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

在她身旁，身着休闲装
的赵女士说，她希望女儿能
像平时考试一样，正常发挥
就行。

“送考我尊重孩子的意
见，穿啥都一样。”马女士身
着普通服装，她家距离市二
中较远，女儿学的是美术，说
到这里高考感觉很新鲜，心
态非常轻松，“孩子轻松，我
也轻松。”

“孩子本来不让我来送
考，我说不送做父母的有点
遗憾，就来了。”在平顶山学
院工作的王先生说。

多位家长表示，送考并
不紧张，孩子是否能发挥好
主要靠平时的努力和积累。

送考家长：我叫“不紧张”

□本报记者 朱碧琼

高考，高三学子从来都不
是唯一的主角，和他们并肩作
战的家长为了给孩子讨个好彩
头，在吃穿用上花尽心思，仪式
感拉满。

6月7日上午，市八中考点
外，20多名送考妈妈身穿红粉
蓝绿紫旗袍，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高考是孩子人生中的第
一场大考，我今天特意穿了一
件红色旗袍，希望孩子旗开得
胜。为了让祝福加倍，我还给
孩子戴上了我亲手编织的红
绳，为老公网购了红色T恤。”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心
态比较平和，而她一晚上辗转
难眠，“比当年自己高考还焦
虑”。

大波浪卷发，精致的妆容，
时隐时现的小酒窝……在一
众家长中，身着裸粉色旗袍的
芦娜特别醒目。她的儿子刘
继元是市一高小语种考生，热
爱动漫，日语成绩很好。“儿子
最近状态不佳，参加班会时还
把脚崴了，今天早上更是5点
就醒了。”芦娜说，为博个好
彩头，她早早起床为儿子准
备爱心早餐，其中有寓意“步
步高升”的蛋糕、“连粽连中”
的粽子和“圆圆满满”的鸡
蛋，希望儿子超常发挥，考出
最好成绩。

汪女士穿着一袭粉色蕾丝
旗袍，为了陪女儿考试，她和老
公专门请了两天假。午餐菜单
中有鸡翅和鲤鱼，寓意“展翅高
飞”“鱼跃龙门”，餐后水果则是
樱桃、桂圆和火龙果，寓意“赢”

“蟾宫折桂”“红红火火”，希望
女儿能顺利考上西安美院。

廖女士不仅在家里挂上了
黑色骏马图，临出门时还塞给
儿子一根棒棒糖，希望他带着
甜甜的祝福上场，考出棒棒的
成绩。市民汪先生夫妇的手机
壳上写着“锦鲤附体”“考的都
会，蒙的都对”等话语。汪先生
说，手机壳是侄女买的，“家里
人手一份”。

上午10时许，先后有两拨
人来到校门前售卖向日葵等鲜
花，售价 66 元、21.1 元、9.85 元
的大中小束鲜花很快被抢购一
空。

11 点 30 分，语文考试结
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一举
夺魁！”汪先生为儿子献上向日
葵，儿子眉眼带笑，两人轻轻击
掌，好像完成了某种秘密约定。

“衣”举夺魁讨彩头

你安心考试 我场外加油

市八中考点外身穿红粉蓝绿紫等各色旗袍的送考妈妈 本报记者 朱碧琼 摄

□本报记者 高红侠

6月7日早上7点多，张爱
琴从市区光明路一家宾馆出
发，陪着女儿步行来到矿工路
西段市46中高考考点。

8点多，女儿进入考场，张
爱琴坐在考点附近的树荫下静
静地等着——考试前一天，她
从800多公里外的江苏省昆山
市赶回平顶山，只为陪考的这
一刻。

50 多岁的张爱琴家住叶
县县城，两个儿子已成家、参加
工作。3年前，女儿中招失利，
到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护理专
业就读。为给女儿提供更好的
资金支持，张爱琴和老公远赴
昆山市打工，平时他们很少回

来，但经常与女儿电话联系。
“初中时她曾经走过一些

弯路，关键时刻更需要我们的
关心和支持。”张爱琴说，女儿
初中期间曾因学习状态不佳休
学。为了让女儿尝到生活的
苦，她把女儿领到一家工厂打
工，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十
几个小时。几个月后，女儿吵
着要回来继续上学，想通过努
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张爱琴的女儿当天参加对
口升学考试。为了迎考，今年
3月份，她到郑州学习了两个
多月，花了几千元钱。“只要孩
子愿意学，我们花再多的钱也
心甘情愿。”张爱琴说，女儿很
懂事，知道他们挣钱不易，从不
乱花。

高考临近，6月5日，张爱
琴夫妇拼车从昆山市出发，历
经 12 个小时的车程，于 6 月 6
日凌晨4时许赶回叶县。当天
下午，她和女儿赶到市区认考
场，当晚在市区光明路一宾馆
住下。“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
的转折点，我想陪在孩子身边，
给她加油鼓劲儿。”

这两天，张爱琴默默守候
在旁边，照顾女儿的一日三餐，
做好各种后勤保障。“看着她每
天见缝插针地复习，不管结果
如何，我们都会坦然面对。”张
爱琴说，这次她请假一个星期，
除去路上来回的时间，只能在
老家待几天。她想利用这短暂
的时光好好陪伴一下孩子和家
中的老人。

跨越800多公里的陪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