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高考 平安高考 暖心高考2021 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赵鹏 / 美编 夏学群 / 校对 何绮云 A3

真光中学，这里的温情静悄悄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燕红、通
讯员白恬报道：6月 7日，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医护人
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自发地为
一名特别的考生录制“高考应
援”小视频，花式喊话祝福她“一
举高中、金榜题名”。

这名考生是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妇科门诊的护师潘悦
健的女儿。她所在广州市真光中
学从6月 1日起被划入疫情高风
险区域，而她就在这个隔离考点
考试。

作为妈妈的潘悦健是广医三

院最早一批参与外出支援核酸
检测医疗队的队员。从 5 月 21
日开始，潘悦健和二十位队友走
遍了荔湾区多个社区、学校，为
居民提供核酸检测，高考当天依
然在防疫一线外出支援核酸检
测医疗任务。

“这段时间，是工作最忙的
时候。我和身为警察的爱人，
最近基本无暇顾及要高考的女
儿，”潘悦健说：“今天不能像其
他妈妈一样送考，所以昨天晚
上给孩子写了封信，等她考完出
来看。”

为了不影响医疗队外出支援
核酸检测的工作，潘悦健一直没
有 向 医 院 说 明 自 己 家 中 的 情
况。直到高考这天，队员们才知
道潘悦健的女儿独自在学校备
战高考。

当天中午，潘悦健的“战友”
们自发地为她的女儿录制视频
（见右图），送上高考的各种花式
祝福：一举高中、胜券在握、金
榜题名……这份来自疫情一线
的关心让潘悦健十分感动：“我
希望这份爱能传递给女儿，让她
感受到鼓舞”。

护士女儿在真光中学考试
医护隔空送上祝福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钢、张豪报道：
“坐专车参加高考，特别神奇。”7日，在
广州疫情高风险地区居家备考的考生，
都享受到了出租车“一对一”的保障服
务。记者从荔湾区金道中学考场了解到，
当天，在该校考点参加考试的257名考生
均顺利来到考场参加高考，没有出现迟到
等意外情况。而对于今年的专车服务，考
生们普遍反映是一种特别新奇的体验。

真光中学考生陈梓玙当天上午乘
坐专车来到了金道中学考场，她告诉记
者，能够享受专车接送参加高考是很特
别的，而负责接送的出租车司机都做好
了充足的防疫准备，很让人放心。

考生麻弘兵用“受宠若惊”形容这
一体验。考完上午科目后，麻弘兵走到
路口坐专车时，向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和
工作人员们表示感谢：“给你们添麻烦
了。”“千万别这么说，你们能顺利考试
就行。”工作人员说。

麻弘兵告诉记者，他家虽然距离金
道中学并不远，但是所住小区处于封控
状态，如果没有专车接送，恐怕自己出
入小区会有困难。

据记者了解，当天中午，257名考生
中有137人留在金道中学考点就餐和午
休，为此，金道中学考场精心准备，利用
学校的场地资源，在确保通风、不聚集、
保证有效距离、错位而坐的情况下，为
考生提供配餐和午休服务。

金道中学校长谭东明表示，学校被
确定为考点之后，马上开展了筹备工
作，对学校进行全面、彻底的消毒，确保
不留一个死角。为防止群体性聚集，在
校外距离校门 150 米的处设置一米分
割线，校内设置了长约 50 米的一米分
割线，学生在进入考场前要经历测温、
手部消毒、更换考场提供的口罩等程序
后才能进入考场。对于考生们往来考
场的出行问题，是相关部门经过多次磋
商后，制定出的点对点的专车服务方
案。高考第一天没有出现考生迟到。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通讯员虎门宣报道：6
月 7日早上，东莞虎门中学考点的社会考生集合点再
次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来自东莞沙田的陈女
士。她正排队走进考点。今年51岁的陈女士，已是第
三次走进高考考场。报名参加高考，陈女士就是想鼓
励儿子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今年参加高考的儿子
没有与她在同一个考点，但她仍坚持兑现当初的诺言，
陪儿子一同参加今年的高考。

2020 年的高考，陈女士赶到虎门中学考点时，因
忘记带身份证无法进入考场，现场的民警为她办了临
时身份证，她才得以顺利参考。陈女士去年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年她因种种原因没能考上大学，因此只
能回家务农。幸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她洗脚上
田干起了个体户。这些年，她一直从事服装生意。

陈女士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前些年考上了华南理
工大学。有了榜样在前，陈女士发现正读高中的儿子还
有不少提升的空间，于是在儿子读高一时她就报名参加
高考，希望能通过高考，与儿子一起学习，鼓励儿子能更
加积极进取。虽然儿子一开始比较反对她的做法，但后
来看到母亲那么认真地参加高考，学习态度也有了明显
转变，各种变化都让陈女士看在眼里，也感到很欣慰。

今年，陈女士如愿和儿子一起走进高考考场，她希
望自己和儿子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羊城晚报讯 记者袁增伟、通讯员许晶盈报道：6
日，吴川市发现一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湛江市
招委会立即向省教育厅及省教育考试院报告，同时启
动应急预案，紧急排查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共
排查出31名考生与确诊患者的活动轨迹有重合，为安
全起见，建议作为重点人群，参照次密切接触者管理。

为确保这些考生安全顺利参加高考，湛江市招委
会就近挑选有利于开展专业化的卫生防疫工作、设施
设备比较齐全的吴川市特殊教育学校为隔离考点，并
派出专业人员指导其按照《广东省2021年普通高考防
疫工作指引》完善隔离考场的设置。31名考生被安排
在隔离考点顺利进行考试。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报道：6月 7日上午 7点 45
分，看着从华福御水岸小区顺利登上高考接送专车的
3名考生，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大圩社区志愿者陈
志权微微松了一口气。5月 28日起，陈志权成为了该
封闭管理小区5名考生的“联络人”，“我一定要让他们
顺利参加考试”，陈志权暗暗发誓。

5月 28日，佛山市南海区华福御水岸小区被调整
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经问卷统计，小区内共
有 5户家庭有孩子参加高考（1 名南海本地考生，3 名
广州考生，1 名湖北考生）。经分工，陈志权成为这5个
考生家庭的联系人。

刚开始，一些考生家长很急，一天要向相关部门打
好几个电话，陈志权只好一一在群里安抚。每天上午，
陈志权都会主动在群里询问各个考生反映问题的进
展，把考生的问题都当成自己的事。

经教育部门的协调，3名广州考生能就地在佛山
南海参加高考。6月7日上午，3名广州考生正式由专
车接送去到华师南海实验学校备用考点。看着他们登
上专门接送车辆，陈志权才松了一口气。

羊城晚报讯 记者蚁璐雅、赵映光报道：“我还想在
校门口陪外孙女再待一会，希望她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昨天上午8时45分，汕头市东厦中学考点外，全部考生
入场完毕，学校大门已经关闭，家长尽数离开，只剩下一
位七旬老奶奶步履蹒跚的身影，还在门口张望。

陈奶奶告诉记者，当天他们全家人都出动为外孙
女送考，不过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老人健康着想，家
人不同意陈奶奶也一同前来。“送考计划”被家人反对
的陈奶奶“按兵不动”，但当天早上7时整，她就偷偷出
门，步行了一个小时才到达考点外。

“汕头市东厦中学有南北两个校区，平时，我外孙
女是在北校区上学，所以我早上还去错了地方，好在来
得及！”陈奶奶爽朗地向记者谈起早上的“糗事”，她感
慨道：“我自己没读过书，也不识字，就希望小孩子能
好好读书，考个好成绩，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记者准备离开该考点时，陈奶奶还在校门口等候，
她告诉记者，她还要在这等到上午考试结束后，接外孙
女一起回家吃饭。

在汕头林百欣中学考点外，一刻不停忙着指挥过
往交通的交警纪警官告诉记者，他们早上 7时许就已
全部到岗，除了维持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外，在遇到考
生、教师或家长求助时会全力给予支持协助，也会对义
务接送考生、家长的“爱心送考”车辆尽力提供方便，
为考生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今年汕头全市共设 5处“爱心送考”点，所有的高
考考生均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

记者在采访中留意到，今年在考场外候考的家长
比往年更少，许多赴考学子都是自行前往，显得轻松自
在、心态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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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管理小区考生“服务员”陈志权：

“一定让他们顺利考试”

为圆大学梦，也为鼓励儿
子，她已经连续3年参加高考

51岁妈妈考生
跟儿子同进考场

31名考生
在隔离考点考试

家人担心她身体没让她送
考，她偷偷出门到外孙女考点

七旬外婆
步行一小时陪考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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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答题，我在抗疫 警察“警娃”同上考场
你在

高考，我在抗
疫。随着高考大
幕的拉开，广州的“警
娃”们也走上了考场。

受疫情影响，广
州公安全警动员、全
员出动，支援一线，孩
子在高考，他们自己
也在岗位上经历抗疫
大考。

对奔赴高考考场
的“警娃”们，“警爸警
妈”在抗疫一线隔空为
他们加油。

7 日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
高考碰上新一轮本土新冠肺炎疫
情是今年广州高考遇到的最大

“变数”。广州市真光中学是广
州在疫情高风险地区设置的4个
高考考点之一。昨天一大早，记
者跟往年一样前去考点，试图捕
捉考前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孩子
之间热闹的送考、祝福瞬间。

还是这条具有岭南风情的街
道，还是一年中的高考首日，天
气也如往年一样有些炎热……
但是，7 日一大早，这里熟悉的
一切又与往年有着明显的不同：
作为广州疫情高风险地区考点
之一的广州市真光中学门口没
有送考队伍，没有人声鼎沸，也
少有行人路过，这里静悄悄的。
要不是校门口悬挂的横幅提示这
里是考点，很多人还不知道这里
有623名高三学子即将奔赴一场
大考。从5月 30日开始，这些考
生被封闭在这所学校里备考直到
高考结束。

上午 7 时，记者走近学校门
口，学校仅留有一个 1 米宽的行

人出入口，几名民警已经在岗位
上了。监考老师们陆续乘坐专车
抵达这里。大约七点半，最后一
位监考人员入场，学校门口仅留
的这处与外界的通道也被关闭。

透过校门口的电动伸缩门，
记者将眼光“深入”校内：同学们
戴着口罩，或站在空旷处拿着课
本看一眼合上、合上又打开，或
在微微仰头喃喃背诵作“最后的
冲刺”……

学校门前的鹤翔路上，不时有
医护人员、民警等抗疫人员来回穿
梭，步履匆忙。除此之外，往日喧
嚣的大街上行人稀少——这里是
疫情高风险地区，按疫情防控要
求，居民应“严格居家，足不出户”。

“为了他们，我们再撑一撑。”
路过这里的白鹤洞街“三人小组”
成员之一的仇警官对记者说。

接近8时 30分，考生们陆续
开始步入考场。虽然没有一位家
长送考，但他们并不缺“加油”
声。在进入考场的门口，真光中
学副校长陈卫红穿着红色 T 恤
衫，不住地挥手，给从他身旁走

过的考生送去“加油”声。
9时刚过，广州市荔湾区区长

毕锐明来到学校门口察看考点情
况，校长赵小成也出现在门口。

“要不要进去看看？”赵小成问。
毕锐明连忙摆手：“不了不

了，不要影响他们考试。”
“今年情况特殊，让学生们不

要紧张。外面的疫情防控我们来
做，不要影响到里面，让他们放心，
只管考试。家长们也不用来现场
送考，让他们也放心。”毕锐明说。

赵小成点了点头：“我们每天
都会将考生在学校的吃住情况拍
照发到家长群里，他们也就放心
了，也很感谢他们的配合。”

毕锐明说：“是啊，大家一起
努力，相信一定会战胜疫情。”

今年，这里没有家长送考，少
有行人路过，高风险地区的居民
们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高度自
觉，既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又
让人们看到了抗疫胜利的黎明就
在不远处。

“坐专车高考，
特别神奇”

佛山

这个考点没有送考队伍，当地居民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足不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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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日日，，荔湾高风险区金道中学考点荔湾高风险区金道中学考点，，上午考试结束后上午考试结束后，，点对点对
点接送考生的出租车在校门外排起长龙点接送考生的出租车在校门外排起长龙，，身穿防护服的司机在身穿防护服的司机在
烈日下举牌等待迎接考生烈日下举牌等待迎接考生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汤铭明 摄摄

荔湾民警邝柱坚给孩子加油 受访者供图

真光中学考点，学生们走进考场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双警”在一线，儿子上考场

6 月 7 日一大早，谢秀文和丈
夫谭广明又在抗疫一线忙碌起
来。此刻，他们的儿子也在“专车
司机”的护送下，独自步入高考考
场。

这是一个“双警”家庭。谢秀
文是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治
安大队民警，谭广明是广州市公安
局荔湾区分局桥中派出所民警。疫
情来临，谭广明第一时间支援白鹤
洞街道，谢秀文负责检查、核对隔离
酒店相关信息，大儿子独自在家备
战高考，3岁的小儿子送到家中老
人那里照料。

7日一大早，谢秀文特意叮嘱
独自赴考的儿子，要带好考试用品，
带好水，仔细看好题，放松考，不要
想那么多。中午，第一场考试结
束，她又牵挂儿子的吃饭问题。谢
秀文想对儿子说：“爸爸妈妈这段
时间没能很好地陪在你身边，无法
亲自送你到考场，希望你放松心
情，迎接挑战，考出好成绩，不负青
春梦，加油！”

给孩子录个加油视频

“儿子，你就要走上高考考场
了，但是爸爸正在支援抗疫，一时半
会回不去，不能陪伴你这段人生中
重要的时光。”高考前夜，广州市公
安局公交分局民警丁洁给儿子录了
一段加油视频。原本他应陪伴孩子
高考，接到抗疫支援命令后，他毫不
犹豫奔赴荔湾抗疫一线。得知他的
儿子小丁即将走上考场，团队里所
有成员都在为小丁加油鼓劲。

茶滘派出所民警肖望炬是业
务骨干，疫情来临，他主动请战。
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岗位上，总能见
到他忙碌的身影。高考前夕，他给
女儿录了一段视频，给她加油打气：

“我的乖女儿，马上你就要高考了，
爸爸不能陪你去考场了，因为爸爸
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完成，祝你考出
好成绩，爸爸相信你，加油。”

父母孩子互相鼓励

曾祥慧是西村派出所岭南湾
畔社区民警，大女儿今年参加高

考，学校在高考前就已经实行封闭
管理。曾祥慧说：“每天我都要利
用上午上班前的时间和孩子视频
聊天，哪怕几分钟，很想帮大女儿
送一些所需物品，和孩子们说说
话，告诉他们，妈妈爱他们！”

5月 25日以来，冲口派出所民
警邝柱坚一直坚守疫情防控主阵
地，无暇顾及儿子的高考。疫情以
来，他参与了辖区封控点的秩序维
护，各个核酸检测点的人流疏导，
三人小组上门核查等防控任务。
大儿子很支持他的工作，一直以来
都以自己父亲是一名警察而感到
骄傲。面对人生大考，疫情考验，
每天晚上爷俩都会视频通话，互相
鼓励，一起加油！

荔湾区公安分局警务保障室
民警蒋运兰日夜奋斗在后勤保障
岗位。高考前一晚，女儿打电话给
她，希望高考第一天上午考完后，
爸爸、妈妈能送自己一束花，一起合
影留念。电话那头，蒋云兰哽咽
了。听到妈妈的声音，女儿安慰她，
自己一定会好好考试，让她安心工
作。她感慨，孩子与这座城市共同
经历风雨后，长大了，懂事了。

交警为接送考生的专车开道 陈思颖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