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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可租轮椅游兵马俑，开发“新服务”要有边界 把幼童关飞机厕所“立规矩”，“吓唬式”教育何时休？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
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

其中提出，维护教师合法权
益。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
师积极管教。学校和有关部门要
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依
法惩处对教师的侮辱、诽谤、恶意
炒作等言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学校和教育部门要
支持教师维护合法权益。

我国教育部于 2020 年 12 月就
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明 确 教 师 拥 有 教 育 惩 戒
权。然而，在具体教育教学中，教
师却面临不敢对违纪违规学生进

行教育惩戒、管教的困境。这不但
影响教师教育权利的落实，还影响
学校正常教育秩序，以及教师的职
业荣誉感。此次发布的意见强调维
护教师惩戒权，并将其与弘扬教育
家精神结合起来，具有现实意义。

而要保障教师的教育权利，支
持教师积极管教，就必须依法治
教，并推进对教师教育教学的专业
评价，淡化行政评价与舆论评价。

对于教师不敢管教学生，也有
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教育惩戒和体
罚、变相体罚的界限不清晰，教师
掌握不了尺度。其实，教育部制定
的教育惩戒规则，已经明确了教师
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的措施，划清
了教育惩戒与体罚的界限。但在
具体执行时，教育部门、学校缺乏
对教师教育惩戒的专业认定与评
价机制。有的完全符合教育惩戒

规则的行为，也被家长质疑为体
罚、变相体罚，教育部门、学校要
据此对教师进行调查，教师也要花
很多时间、精力应对举报、调查。
这样的环境，显然不利于弘扬教育
家精神，教师为避免自己陷入困
境，就不愿对学生进行管教。

当前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对教
师的评价，主要是行政评价，就是
由行政部门利用一系列行政指标，
对教师进行评价。这些行政指标，除
了体现办学业绩的升学率指标外，还
包括教师被举报、投诉的情况，完成
行政部门布置任务的情况。在这样
的评价体系中，只要有举报，就表明
教师至少在家校共育、舆论（家长、
社会）评价上存在问题。

这也就导致教师不敢对学生进
行教育惩戒、管教。哪怕教师是对有
违纪违规行为学生进行正常批评，没

有任何体罚、变相体罚行为，都有可
能被学生家长投诉、举报，而只要有
举报，教育部门和学校就“如临大
敌”，那么，教师也就不愿意再管教学
生：何苦多此一举，吃力不讨好呢？

保障教师的教育权利，需要强
化专业评价，对教师行为进行专业
认定、评价，而不能被舆论评价左
右。具体而言，如有家长对教师的
管教行为不满，投诉、举报这是对
学生进行体罚、变相体罚，应该由
学校教师委员会，组成独立的调查
组，对教师的行为进行调查，如果
调查发现教师是正常履行教育职
责，那么，对家长的投诉、举报做
出澄清，并通过家长学校告诉家
长，教师的哪些行为属于教育惩
戒，哪些是体罚或变相体罚。对于
根本不涉及体罚、变相体罚的正常
教育惩戒投诉，不予受理。要通过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的实践，明晰教
师的权责边界，促进家校共育。

推进教师专业评价，是弘扬教
育家精神的基本要求。这首先要
求制定符合教师职业的科学评价
体系，关注教师的教育能力与教育
教学贡献，防止教师的考核评价受
非教育因素干扰。其次要求建立
现代学校制度，发挥教师专业共同
体的作用，坚持用教育标准评价教
师。对于家长、社会舆论对学校办
学、教师教育教学的监督，则要纳
入依法治教体系，如教师存在侵犯
学 生 合 法 权 利 的 行 为 ，要“ 零 容
忍”，反之，如果是借关注师德为
名，造谣生事，污名化教师，教育
部门以及司法机关要坚定支持教
师的合法权益，让法律为弘扬教育
家精神、推进教育家办学护航。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8 月 24 日贵
阳飞上海的飞机上，两位女乘客因忍受不
了一位一岁多的小女孩哭闹，直接把小女孩
从 奶 奶 身 边 抱 走 ，关 到 机 舱 厕 所“ 立 规
矩”。8 月 26 日，吉祥航空回应称，飞行途中
该儿童持续哭闹，为避免打扰到其他旅客休
息，在其祖母的同意下，两名旅客将儿童抱
至洗手间教育，过程中儿童的祖母一同前往
并在洗手间门口等候，孩子母亲已知悉此事
并表示理解。（8月27日《华商报》）

尽管孩子奶奶知情同意并参与其中，
孩子妈妈对此也表示理解，但此事依旧令
人难以释怀。网传视频显示，在万米高空
逼仄的飞机厕所里，面对两个陌生人的斥
责、恐吓，小女孩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让观者为之动容。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
注，不只是因为视频内容刺痛了人们内心
最柔软的部分，还因为不少人从中看到自
己童年的影子，产生了一定的代入感。

孩子奶奶与两位“热心”旅客合谋，把
孩子关飞机厕所训话，以达到使其不哭不
闹的目的，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吓唬式”
教育。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不仅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孩子留
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甚至影响其一生
的性格发展。但现实中，这种教育方式被
不少家长使用过，甚至“再哭就让警察把你
抓走”“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等，成了一些
家长屡试不爽的哄娃套路。

本次事件中，孩子奶奶和两位旅客都
无恶意，只是在教育上存在认识误区，用错

了方法。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逐渐学
习社会规则、建立自我认知的过程，需要家
长和老师以极大的耐心和智慧去引导。因
此，“吓唬式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教育
方式，它忽略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和成长的
渐进性，试图通过恐吓、威胁来强制孩子服
从。这种教育方式也许能带来短暂的效果，
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其弊远大于利。

值得一提的是，把幼童关厕所训话的
相关视频，是其中一位涉事旅客自己主动
发布的，甚至字里行间还不乏“炫耀教育成
果”之意。换言之，这位旅客不仅没有意识
到自身行为不妥，反而认为自己伸出援手
做了好事。由此看来，改变部分人心中的

“吓唬式”教育观念依旧任重道远。
此事发生后，“孩子在公共场所哭闹”

的问题再次受到外界关注。孩子的世界是纯
真无邪的，通过哭闹来表达不适或需求，是他
们最直接、最本能的沟通方式。无论是家长
还是周边路人，都应拿出最大的耐心和包容
心，让儿童友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和行
动。幼童的哭闹声，是一种自然声音，而非噪
声。所有成年人都是从“熊孩子”走过来的，
宽容、接纳孩子的哭闹声，不该这么难。

总之，把幼童关进飞机厕所“立规矩”
的事件，虽是个案，却发人深省。一方面，
社会应反思“吓唬式”教育这种过时、有害
的教育方式，以更加科学、人性化的方式去
关爱和引导孩子成长；另一方面，各方应进
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营造一个有利于
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不仅能看到“人从
众”，还能看到“人推车”。

有网友发视频反映，260 元就能租轮椅游
览兵马俑，不用排队还有人推。视频留言中，
不少人认为“不合理”“看上去怪怪的”。8 月
26 日，记者体验发现，免费的轮椅中午已租完，
花钱的轮椅场内场外都能租，价格从 260 元到
300 元不等，入场多道关卡，普通游客和残疾
人 通 道 分 开 ，残 疾 人 通 道 鲜 有 排 队 ，全 程 包
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则称，与博物馆无
关。（8 月 27 日极目新闻）

轮椅一般为残疾人或病患专用，但在这
里，轮椅被“开发”出新功能，使用起来，颇为

“丝滑”。这真是“活久见”。
轮椅该如何使用，该不该“挪用”为常人的通

行工具？法律上似无硬性规定。但在现实情境
中，租轮椅游览兵马俑究竟妥不妥，应该具体分析。

表面上看，付费服务和部分游客需求互为映
衬，有人想花钱省事，有人想多赚点钱，当然就可以
一拍即合。但于社会公众而言，这种服务应当规范
有序，特别是应该谨守边界，不可占用公共资源。

媒体记者亲身体验发现，挂着兵马俑博物
馆工作证的工作人员可以打电话帮游客“叫轮
椅”，租轮椅就能走残疾人通道，而且“一人上
轮椅，一人跟着走就行，都认识，打个招呼就可
以”。在经过博物馆各道门时，安检关卡无人
询问或核对残疾证。唯有到了入口闸机需要
刷身份证时，陪同人才需排队进入。

也就是说，租轮椅不仅享受到了代步之好
处，还额外享受到了“通关”、带人之便捷，虽说
相关好处源于一笔不菲的资金付出，也系“羊

毛出在羊身上”，但正如工作人员所言，“肯定
有一定优越性的”。

何谓优越性？不就是以“特事特办”为前
提的特殊化嘛，这种服务就是一门“另辟蹊径”
的“生意”，说它没有占用公共资源、没有损害
公平性，谁信？

有网友直言，这就是“VIP”服务。有关方
面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在表述上也希望和

“私人经营”切割干净，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服
务就“内外”层面而言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换言之，如果没有相关工作人员、相关关卡的

“帮助”或“配合”，这种服务的流畅度和优越度
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作为全
国著名景点，设立官方免费租轮椅服务，方便残
疾人，这是值得认可的。但免费的轮椅中午就已
租完，这就难怪有游客发问，“如果轮椅都租出去
了，真的有人受伤需要却不够用了怎么办”。这
是一种很好理解的担忧。对此，理性的选择是投
入更多的官方免费轮椅。但在高价租轮椅“生
意”火爆的情况下，正常的投入很有可能受到抑
制。毕竟，公共资源是相对有限的，私人租轮椅
服务多“进”一步，官方免费租轮椅服务就会多

“退”一步。而在看得见的利益的驱动下，人们担
心公共服务、公众需求会受损，更是不奇怪了。

任何一项公共服务，都应该有基本的公
共 意 识 和 公 平 意 识 。 在 开 发 新 的“ 服 务 功
能 ”时 ，不 能 不 顾 公 共 利 益和社会观感。让

“特殊化服务”改变游戏规则，甚至凌驾于公
共需求之上，不合适！有关方面是时候严肃
审视这一问题了。（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陈广江热点快评

连日来，羊城晚报对“东
莞市部分机动车检测站集体
涨价”进行了追踪报道。经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紧
急介入调查，目前东莞机动车年
检费有所回落（详见 2024年 8
月 23 日羊城晚报 A6 版报道
《东莞机动车年检费有所回
落》）。然而，令人愕然的是，一
些检测机构降低检测费之后，
随即发出公示明确“接下来还要
涨回来”。半个月的公示期满后，
这些检测机构果然“说到做到”。

8 月 12 日集体涨价，导致
东莞民众纷纷叫苦“检不起”，在
媒体介入报道后暂时回调价格，
通过“规范流程”后，再次明目张
胆地开始新一轮的集体涨价。
其背后的问题或许就如东莞市
发改局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提
及的那样，“涉嫌协商定价”！

如果这些检测机构为了
谋取更大利益，私商定价，让
消费者没得选择，那将被认定
为：一次有预谋、统一的涨价
行为，涉嫌“协商定价”。此
时，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应该介入并叫停这种行为。

东莞相关部门目前也已
就此做出“严厉”表态，诸如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调
查”“进行专项整治”……但从
效果看，并不尽如人意，因为
东莞机动车检测机构正明目
张胆持续着集体涨价的行为。

监管部门光“动动嘴”，远
远不够。对于东莞机动车检
测机构的这轮涨价，相关部门
要深入调查，对于相关机构提
及 的 涨 价 原 因 ——“ 成 本 上
涨”，监管部门需要弄清楚，这
究竟是涨价的真实动因，还是
一个牵强的借口？

事实上，商家这句“成本
上涨”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原因如下：

首先，东莞汽车保有量非
常大。在市场竞争中，东莞巨
大的汽车保有量，使其更有理
由 成 为 市 场 检 测 费 的“ 领 跌
者”，而不是相反。

2024 年 5 月 10 日，东莞市
委市政府权威发布平台《东莞
发布》发表了一篇题为《从 1

到 10，认识东莞》的文章，该
文透露：2023 年末，东莞汽车
保有量（民用）为 416 万辆，在
广东省内居第一位。

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
清楚，市场规模越大，就越有
条件将成本做到更低。但羊
城晚报调查发现，广州和深圳
每辆机动车的检测费竟比东
莞还低约 200 元！

众所周知，驾驶没有按时
年检的机动车上路，属于违法
行为。这意味着，车辆到了一
定年限后，通过机动车检验检
测机构检验、领取合格标签上
路，这就是市场的刚需。但这
种刚需和巨大的汽车保有量，
并不一定就能满足一些企业
对不正当利益的疯狂追寻。

其次，必须承认，东莞的
经济和广州、深圳还有不小差
距，深圳和广州的人工成本也
普遍高于东莞。因此，东莞机
动车检测费比深圳、广州还高
约 200 元，这确实是一种“反
市场”的诡异行为。

如此，东莞机动车检测费
因“成本上涨”而涨价的理由，
还能成立吗？当东莞机动车检
测费“涨声依旧”，一些和深圳、
广州、惠州等地接壤的东莞镇
街车主也开始“用脚投票”了，
他们驾驶着车辆，弃莞而去，默
默前往周边的城市进行检测。

对于和前述城市并不接
壤的广大东莞镇街车主来说，
为节约 200 元而到他城检测，
消耗来回油费及时间成本，实
属不划算。

就在本月 9 日，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湖南湘西
自治州 13 家机动车检测机构
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案行政
处罚决定书》，可见，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对机动车检测机构相
约涨价、干扰和破坏市场公平
竞争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加
重群众经济负担等行为，是零
容忍的。面对东莞机动车检测
站的集体涨价行为，东莞市市
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理应肩
负起监管责任，为公平公正的
市场秩序，为广大车主的切身
利益，“该出手时就出手”！

□伍里川

东莞车检站“相约涨价”
监管部门不能只“动动嘴”

□邝文强野趣（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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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我父亲问他还有什么
想吃的？他说荔枝 □厚圃

我有两位祖父，一位是我父亲
的生父，另一位是他的伯伯。

老伯个子瘦高，背微驼，早年过
番去，辗转多地，后来留在新加坡，
给一家商行做账房。我见过他年轻
时的一张相片，理着寸头，天庭饱
满，剑眉星目，英气逼人，好似戏台
上的赵子龙。也许是厌倦了漂泊，
老伯较早就“归根”潮汕。老伯的太
太，我们喊老姆，带着女儿金兰留在
香港，先是打工挣钱，女儿成家后又
帮她照顾家庭。金兰姑妈一连生了
五个儿子，普通的家庭，一想到今后
要给他们讨媳妇，安家，头就大。她
渴望有个“小棉袄”，老了可以讲点
贴心话，可就是要不到，最后只好

“契”一个，总算了却了一番心愿。
我父亲兄弟姐妹共八人，他最

小。老伯回樟林独居，见我父亲长
得周正，人又机灵，就将他收为“养
子”。虽然两个人住在一起，但我父
亲并未改口，依然喊他伯，我们出生
后，也很自然地喊他老伯。父亲曾
充满感激地告诉我，他和我母亲插
队落户直至结婚，就是靠老伯的一
点积蓄，还有老姆母女寄的“侨批”，

熬过来的。
老伯慈祥开朗，胸襟豁达，性情

率真，好善乐施。改革开放之前，农
村的生活十分艰苦，常有一些困难
者向老伯求助借钱，他来者不拒，且
从不记账，是乡里人心目中的“及时
雨”，口碑极佳。老伯临终时，我父
亲问他外面还有多少账没收？他吃
力地摇摇手，表示一笔勾销。

老伯热情好客，家里只要来亲
戚朋友，一转身就不见了，再见时已
挎着一市篮的好肉好菜。毕竟是见
过大世面，老伯很“识食”，新蔬菜刚
一上市，虽贵，他必买之，以为最有
营养。老伯擅烹饪，他的拿手好戏
是“焗鱼”，拿一只陶钵，钵底先垫了
排骨，再铺好葱姜蒜，放上鲫鱼或鲶
鱼，洒上酱油，用文火慢慢焗煮，香
味就在空气里流动，鱼肉细嫩且有
厚味。他还爱买西洋菜，拿来炖猪
肺，这也是潮汕人喜吃的一道汤
菜。要是没来客，为了节俭，我们吃
得很随便。老伯嗜吃咸鱼，将咸鱼
切段，一块一块地搁进热油里，两面
煎得焦黄，拿来下粥。他还喜欢吃
腐乳。当地腌制厂生产的，用陶钵

装着，吃完了，我就拿着陶钵养斗
鱼。斗鱼怕光，陶钵是酱色的，釉很
厚，装了水仍然暗沉沉的。

老伯是乡里老人组的头头之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带领老人
们支援“三桥”（澄海的东里大桥、莲
阳大桥、外砂大桥）建设，发挥余
热。老伯还是个珠算高手，口诀倒
背如流。他曾受邀开班授课，为乡
里培训一批财会人员。小时候，我
和大妹要是没人带，就会跟着老伯
去老人组。我拿着瓦片在地砖上画
画，他边抽烟边眯着眼看，听到有人
夸我画得好，一脸得意。我大妹那
时才几岁，从唱潮剧的老人那儿学
到几句，回家后比手画脚咿咿呀呀，
很有一种滑稽之趣，逗得大人们笑
个不停。

老伯还是个才子，写得一手漂
亮的毛笔字。父亲对他说，你多写，
我来收集，往后给你出本书法集。
老伯淡然一笑，并没放在心上。

老伯给我讲起“古”来绘声绘
色 ，“ 火 烧 红 莲 寺 ”“ 侠 女 十 三
妹”……这些武侠故事大概是他年
轻时看书或看电影得来的。我从小

挑食，为了哄我多吃点，有时他会忽
然冒出个“very good”（很好），并夸
张地竖起拇指。老伯相信洋药，在
他眼里，“驱风油”几乎包治百病，他
走在哪儿，身上都飘散着一股淡淡
的、清凉的薄荷味。

因为我，老伯和我父亲曾有过
分歧。老伯总担心我放学后会饿
着，常偷偷地塞给我零花钱，或干脆
准备好零食等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父亲为此很恼火，一方面担
心影响我的食欲，不利于长身体，另
一方面又怕说多了老人生气。好在
老伯最终还是理解了我父亲的苦
衷，只要为我好，他啥都愿意做！

老伯爱抽烟，先是抽旱烟，竹管
铜嘴，随着腮帮一鼓一瘪，烟锅便喷
出蓝白烟雾。我小时调皮，常惹他
生气，他一下将老烟杆举得高高的
变成了“家法”，我知道他舍不得打
我，所以仍拽着他的衣角不放。后
来老伯改抽纸烟，有当地的手艺人
用柑木给他做了把烟斗，上面雕刻
着如来将悟空诱上五指山的故事，
形象生动，只是将如来佛刻成了弥
勒佛。我工作后迷上烟斗，常玩的

就有十来把，但要说最珍爱的，还是
老伯留下来的这一把，虽说它最为
粗砺，但于我却是宝物，空闲时，我
会将它放在手里摩挲，好像还带着
老伯的余温。

老伯八十一岁去世，我才十一
岁。弥留之际，我父亲问他还有什
么想吃的？他说荔枝。大冬天的哪
来的荔枝？父亲跑遍全镇，只买到
一瓶冰凉的荔枝罐头。当他将浸泡
得松软白皙的果肉喂到老伯的嘴边
时，他已经没了吃的欲望。我父亲
又将我和大妹喊到床前，让他最后
看一眼我们，他的眼睛明显地亮了
一下，嘴巴颤动着却说不出话。

老伯的官名“梓城”，这两个字
真好，故里与城市，一个是生身之
地，一个是奋斗的地方。老伯去世
的几年后，我家盖了一幢独院小楼，
大门上方挂着一方匾额，刻着我父
亲题写的两只鎏金大字：“怀梓”。
父亲说老伯还有老姆对我们一家恩
重如山，“怀梓”就是为了怀念他老
人家。大门的两侧，也年年贴着同
一副春联：“怀堂膺厚福；梓里乐长
春”。

在凌晨的小巴上，
我坐在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身边，
她略仰着脸，靠着椅背，睡得正甜。
她应该是个做夜班的女工，
家里也许有一个正在读大学或高中的儿

子：
瞧她体格健壮，神态安详，
看上去生活艰苦但艰苦得有价值，
而且有余裕。我的灵魂一会儿凝视她的

睫毛，
一会儿贴着她的臂膀，
一会儿触摸她的鼻息。啊，她就是
我的勤劳的母亲，
这就是母亲二十年前做制衣厂女工下班

坐巴士回家的样子，
而我直到此刻才被赐予这个机会看到。
我静静坐在她身边，我的灵魂轻轻地
把一块毛毯盖在她身上。

母 亲 □黄灿然

新诗台

我的初一是在英利小学的学农
分校度过的，饲养、栽培、种植、积
肥，这些是我们的学习内容，学校农
场的十多头牛、几十头猪和几百亩
耕地成为我们的“责任地”和“试验
田”。培养“有理想、有技术”的新型
农民，是学校的办学宗旨。

高考，这个陌生的名词，我是从
下放在学校农场养猪的冯平老师口
中第一次听到的。至今我仍清晰地
记得在他那个昏暗的草房，他压低
声音向我讲述他参加1959年高考并
考上师范学校的经历。他眼中充满
期望，鼓励我平时多看书籍，以待有
朝一日有机会参加高考时派上用
场。那时我懵懵懂懂，只是将他的话
在心底留下了一丝印记，却并未真正
放在心上。

1977 年，我们回到学校本部读
初二。那时还处于“学制要缩短”年
代，初二已是初中毕业班。与初一
不同的是，课程调整为半农半读。
而就在这时，正如冯平老师所预计

的那样，高考制度奇迹般恢复了。
这一消息恰如一阵春风拂过冰封的
湖面，学校瞬间泛起了希望的波
澜。课程表上删除了学农课程，原
本下放在学校农场的老师也陆续调
回我们毕业班任课。

那时，学校的教学资源极度匮
乏，我们手中仅有那特殊时期浅显的
课本，没有任何辅助资料。从“牛棚
猪栏”回归的三位老师，仿佛迎来了
人生的第二春，他们将满腔热忱毫不
保留地倾注在我们身上。仅凭记忆，
他们将自己读师范学校时积攒在脑
海中的知识，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
上，油印出一本本珍贵的学习资料。
资料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每道题，都
承载着他们的期望与心血，成为我们
通向理想彼岸的桥梁。

那时候，学习文具极度紧缺，练
习本堪称奢侈品。在教室里，我想方
设法节省纸墨。练习本先用铅笔写
一遍，然后在写过的页面再用墨水笔
书写覆盖，只为能在一页纸上多做几

道题。在家里，我用竹枝在泥土地面
比划做题。母亲看到被我划得一道
道密密麻麻划痕的地面，心疼不已，
便找木匠做了一个小黑板，为我提供
了一个更好的练习空间。

1978年初夏，应届初中毕业生
可以参加高考（中专学校部分），这
一令人振奋的消息，点燃了我追逐
梦想的激情之火。为了备考，我争
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奋力学习。清
晨，我披着晶莹的露水，在微风中轻
声背诵知识；中午，我顶着炎炎的酷
暑，在闷热的教室里埋头苦读；夜
晚，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忍住蚊虫
的疯狂叮咬，专心钻研习题。面对
着那厚厚的书本，在内心深处默默
告诫自己：多学一些，就离梦想更近
一步。老师也常教诲我，只要持之以
恒地不懈努力，梦想终会成为现实。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全公社高
考设两个考场，其中一个设在我的学
校。校内 8 间瓦房教室、6 间茅草
屋教室全部设为试室。由于座位紧

缺，不得不安排考生二人坐一张桌
子，一间试室安排考生一百多人。

考试那天早上，母亲天还未亮就
早早起床，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精
心准备早饭。她用平时舍不得吃
的花生油，炒了一碟喷香的咸菜，
又将热气腾腾的米饭捏成饭团，仔
细包好，给我带往考场做午餐。接
着，她帮我收拾好文具，眼中满是
关切与期待。

一路上，尽是母亲的叮咛，她
一直把我送到村口。那时天未全
亮，我回头看到晨曦中母亲单薄的
身影在不停向我招手，我眼睛湿润
了，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动与不
舍。

到达考场，早已人头攒动，考试
室外汇聚着来自全公社方圆 40 多
公里，历经十年沉淀下来的那个时
期的莘莘学子。他们中，有历经岁
月沧桑、或已为人父母的“老三届”
考生，有带着坚韧与执着的上山下
乡知青，有面庞上洋溢着青春自信

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像我一样满脸
稚气、略显青涩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我一手紧攥准考证，一手牢牢
握着笔、尺子和圆规，步伐坚定地
迈进了那间简陋的茅草屋考试室，
满怀信心地投身于这场决定命运
走向的高考之中。

走出考场那一刻，我如释重
负，但迎来的是等待录取通知书的
那段漫长且令人备受煎熬的时
光。每一天，我都会在村口不停地
徘徊，心中无比期盼着邮递员能为
我带来充满希望的佳音。

直到有一天，邮递员带着那份
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我
家。当母亲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录
取通知书的那一刹那，只见她的泪
水夺眶而出。那一刻，我仿佛一下
子长大了。我明白，录取通知书不
仅仅是一张纸，它承载着父亲的牵
挂，饱含着母亲的期盼，是我走出农
村的通行证，更是我追逐梦想的入
场券……

录取通知书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承载着父
亲的牵挂，饱含着母亲的期盼，是我走出农村
的通行证，更是我追逐梦想的入场券

四十多年前的那场高考 □邓剑

怀 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