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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应援 考点面面观

□记者 朱碧琼

本报讯“哥哥加油！”6月7日上午
7时30分，市八中考点外，5岁的桐桐
在哥哥左脸上印下祝福的一吻。桐桐
的妈妈孙女士告诉记者，知道哥哥今
天高考，桐桐一早就起来了，非要跟着
过来，“就当让她提前感受高考的热烈
氛围了”。

当天，市八中考点外，不少考生家
庭上演全家总动员。朱女士一家齐上
阵，堪称当天最豪华的后援团。

“当年高考，我第一场就没考好。
也不知道孩子状态怎么样，这会儿我

的心突突直跳。”朱女士7点多就把孩
子送到了考场，她直言心情非常激动，
一夜无眠，但在儿子面前还是尽力保
持平静，“考前这几天，我们家一切如
常，希望孩子能以平常心应考，发挥出
应有的水平。”为了陪儿子参加高考，
朱女士的丈夫余先生特意请了公休
假。“这是儿子的人生大事，我们想来
一起见证。”出乎两人意料的是，孩子
的爷爷、奶奶、舅舅、姨姨、表弟先后赶
来助阵，都说想给孩子一个惊喜。

“看，那个戴眼镜的就是我姐姐
的儿子，他成绩好，篮球打得也好！”当
天上午8时许，市民曲女士指着队伍中

一名瘦高个儿男孩自豪地说。她告诉
记者，因为外甥今天高考，她早上6点
就起床了，把大宝送到学校后，就带着
两岁多的二宝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赶来与姐姐一家一起为孩子助阵。

“想到外孙要高考，我就在家待不
住。虽然什么忙也帮不上，但是坐到
这里就觉得安心。”69岁的卢女士坐在
小马扎上，不停地扇着扇子。她告诉
记者，她今天早早起床，和老伴儿从建
设路东段的六六盐家属院赶到考点，
与女儿女婿会合。“等他高考完，我们
准备出去旅游，带他放松放松。”卢女
士说。

家有高考生 全家总动员

□记者 尹家祥

本报讯“孩子高考，你有压力没
有？”“没压力，顺其自然，我有经验，是
第二次陪考。”6月7日上午9点，在市
八中考点外，市民周改微笑着对记者
说。

54岁的周改家住团结路附近，育
有一女二子。她说，女儿已经成家，

“大儿子在市二中上的高中，我前年来
送考，孩子心情也很放松，上了郑州的
二本院校”。

6月7日，周改的二儿子张力瑞参
加高考。“俺家孩子今天早上6点多就
起来了，说明孩子心里装着考试的事
儿，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周改说，张力
瑞在市四中上高中。她让记者看手机
相册，里面存着好几张她拍的孩子深

夜在家备考的照片。
“两个孩子都懂事，让大人省心。”

周改说，现在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经济
上比较吃力，丈夫退休了还打着小
工。好在孩子们知道父母有多不容
易，从不和同学在吃穿上攀比，生活俭
朴。眼看高考临近，她给张力瑞添了
一身新衣裳，以示激励，让孩子面貌一
新迎接高考。

二次陪考，她给孩子买了一身新衣裳

□记者 朱碧琼

本报讯 6月7日，记者在市八
中考点附近发现，有将近一半的
考生都选择在考点附近午休。

6月7日上午6点半，19岁的
王海鹏就赶到了市八中考点外，
拿着复习资料临阵再“磨枪”。他
的妈妈李女士穿着大红色雪纺
衫，站在不远处静静注视着他。

“我们家住叶县任店镇瓦店
村，儿子在叶县高中就读。因为距
离考点较远，我们昨天下午就来市
区了，住在劳动路一家宾馆，步行
过来五六分钟，中午回去休息也
方便。”李女士说，宾馆里住的考
生不少，店家说入住人数翻了一
番，“考生碰面还会相互打气，氛
围不错。儿子心态很平和，这两
天一直没有放下复习资料。”

和王海鹏不同的是，一些考
生离家不远，但考虑到往返花费
的时间和其他不确定因素，也在
考点附近预订了房间。市一中新
区考生的家长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在市八中考点附近订了两晚酒
店，“一是不想让孩子来回奔波，
二是自家周围环境有些嘈杂，住
这里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息。”

除了夜间住宿，附近钟点房
预订数量也有所增加。“我在附近
餐馆订了餐，还开了钟点房，都是
提前考察过的。”郭女士家离考点
有五六站路，为了给孩子多腾出
点午休时间，她选择在市八中斜
对面的一家酒店开了钟点房，3个
小时100元。

记者从该酒店工作人员处获
悉，该酒店的房间预订量比平时
增长 50%以上，一些客户对房间
号码提出了要求，“211、06、08 等
数字比较受欢迎。”

此外，也有家长选择在附近
的饭店或者商场午休。“我们吃
完饭，准备到丹尼斯午休。”平顶
山一中新区学校考生的家长徐
女士说，她和孩子同学的家长约
好了，两人带孩子到丹尼斯开源
店内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
即可。

考生就近午休
免去奔波之苦

6 月 7 日上午，在市一
中考点外，中石化青年志
愿者手持各种鼓励手牌，
为考生加油。

当天是2023年全国高
考首日，人们用不同方式
为考生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为考生加油

□记者 张骞

本报讯 高考首日，不少考
点周边的人行道上摆满公益服
务台，大部分为考生和家长准
备了纯净水，也有的准备了口
罩、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
由于服务台支起的遮阳棚阻
塞交通，城管要求他们将遮阳
棚收起来。另外，一些教育书
店和指导志愿填报的机构也
派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在陪考
的家长中间穿梭，进行各种推
销。

6月7日上午，市实验高中
考点大门口外交警、特警、城管
和消防人员一字排开。门口两
边是提供服务的公益服务台，
有饭店、药店、银行、书店等，除
了服务台占用人行道，支起的
遮阳棚把道路挡得严严实实。
紧挨着的非机动车道也被电动
自行车几乎占据一半，城管和
交警忙碌不停。

记者看到，这些公益服务
台的商家名字非常醒目。根据
我市规定，考点周边500米以
内不准出现路边摊位。执勤的

新华区城管局西高皇中队队长
武文龙劝说各服务台把遮阳棚
收起来。

现场陪考的家长坐在人行
道上和路边小树林里，彼此交
流自家孩子的情况。驾校、书
店以及指导志愿填报的机构的
工作人员穿梭其中，纷纷推
销。两名女子带着厚厚的两
摞书劝家长学习了解高校和
专业，以免填报志愿时耽误了
孩子。有家长询问这些书是
哪儿出的，一名女子说是北
京，但书上明明印着是山东某

传媒集团。也有家长问应该
选什么专业，该女子举例说，比
如孩子喜欢考古，但这个专业
太冷门了，不好找工作，出来也
不赚钱，不如选热门专业。一
位家长反驳道：“肯定是孩子喜
欢什么就学什么啊！”有一位家
长觉得自己确实不懂，就花
180多元买了两本，说回去“研
究研究”。

市一高宏志班高三班主
任秦学华说，学校给考生发的
有统计目录和招生之友，统计
目录对各高校近三年来的招

生情况进行汇总，其中有分数
线、高校在全省录取的最低名
次等，尤其是录取名次，在很
多书中查不到，因此是学生的
重要参考；招生之友是对当年
高校专业代码的汇总，这个代
码每年都会变化，像字典一样，
填报志愿时代码不能填错。校
外机构推销的书籍，代码有可
能会沿用往年的高校专业代
码，如果代码变了，而它没有
更改，会给学生造成误导，考
生还是以学校发的统计目录
和招生之友为准。

是做广告还是搞公益？商家“布局”考点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