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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关注高考

“我本身就看得比较开，再加上学校认
真负责，我就更放心了，大家都希望孩子们
能考出好成绩。 ”考生家长李先生说。

据了解，李先生的孩子所在学校已实施老
师 24小时值守，随时准备为孩子排忧解难。同
时， 校方也让专业的心理老师建立疏导小组，
既能排解孩子的焦虑， 也能为家长疏通情绪。
“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休息时坐在一起会对
答案，对后续考试造成影响。 ”李先生说。

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班主任蒋老师

向记者表示，学校除了对孩子的衣食住行、心
理生理健康保障作出部署， 还为孩子考试期
间的复习做了安排。

“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 我们计划每
考完一门就给孩子们讲下一门的考试思

路 ， 让他们及时地将注意力投入到后续
考试中 ，而不是因对答案影响发挥 。 ”蒋
老师信心满满 ，“作为带队老师 ， 我一定
竭尽所能 、恪尽职守 ，让家长放心 ，让孩
子们都能取得优异成绩 ！ ”②16

高考考生“独立”走向人生考场
高考闭环 家长关心又放心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高玉莹 文/图

本报讯 6 月 7 日，高考的第一天。 郸城县三高考生王
赛赛早早就起了床， 他还是有一些小激动， 疫情刚刚退
去，父母不能送考，毕竟是十年寒窗一朝高考的人生大考
啊。 按照头天晚上高考分组辅导小组马老师的叮嘱，快速
整理内务，检查高考物品，开始洗漱。 “一早三光，一晚三
慌嘛！ ”家长缺席的高考，老师安排得细之又细。

7 点整，王赛赛和同学们来到学校食堂。今天的饭菜
格外丰盛，每个窗口荤素搭配 ，五颜六色 ，饭香氤氲 ，诱
人食欲。在学生食堂工作多年的吴师傅说：“因为疫情孩
子们在校封闭了一个多月， 今年疫情家长又不能送考，
我们伙委会商量，这几天把伙食做鲜亮些，量给足些，收
回成本价就可以， 还准备有免费的水果和解暑绿豆茶，
也算给朝夕相处三年的孩子们送上最后的 ‘爱心高考
餐’吧！ ”一边啃着平时爱吃的鸡蛋素菜包子，一边就着
香味浓郁的豆浆 ， 王赛赛十分幽默地对同伴说 ：“吃着
‘爱心高考餐’，胜似妈妈在身边。 ”“疫情高考都不怕，不
考清华考北大。 ”另一个考生也滑稽地接过话茬。

该县教体局局长罗明党介绍，郸城县是全国闻名的
教育强县 、高考优质生源大县 ，今年参加高考 1.6 万多
人，目前疫情给高考增添了特殊性 ，为最大限度减少考
生交叉流动和人员聚焦 ，实行就地就校分配考场 ，倡导
家长不送考，闭环接送管理。全县共设置 16 个考点，564
个考场 ，2 个备用考场 ，48 个隔离考场 。 大部分考生就
校不出校门参加考试 ； 对小部分不在本校参加考试的
考生，安排专车点对点闭环接送考生。 我们的目标就是
不让一个考生 “因疫情耽误高考，因高考传播疫情。 实
现防疫高考双促进、双丰收！ ”

在郸城饭店的一个考生集中住宿点， 点对点闭环接
送考生的爱心专车，早早地在正对着大门的地方等候着，
准备接送考生至实验中学考点。 司机王师傅说：“非常荣
幸当选今年的爱心送考师傅。 高考这两天，我必将高度负
责地把考生安全送达食宿点和考场。 高考是国家大事，关
键时刻不能有丝毫差错。 ”

7 点 30 分， 郸城县实验中学考点周围已拉好高考警
戒线，公安、交警、志愿者纷纷到位，现场安全有序，为考
生保驾护航。 距离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考生们统一穿着
印有“决战高考，为梦想冲刺”的爱心助考 T 恤衫，戴着口
罩陆陆续续来到考点，在道旁树荫下静静等待。 王赛赛和
几个同学围在老师身边， 仔细聆听临考前的注意事项和
考试重点。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 ”

8 点 30 分，考点大门正式开启，王赛赛和其他考生
经过体温检测、出示核酸检测报告后有序稳步地进入考
场，按照考点考场分布图，寻找自己的考场。学校中心位
置遮阳棚下的校园志愿者服务站 ， 服务台上摆满了口
罩、消毒酒精、冷热饮用水和防暑药品，高二年级的学弟
学妹们身着志愿者红马甲 ，向他们做出 “V”字形手势 ，
王赛赛顿感心里热乎乎的。

“虽然人生大考父母不能陪考，内心有点小失落，但
走进考场的瞬间 ，看到大家都在为我们服务 ，为我们加
油 ， 被关怀关爱满满包围 ， 内心的失落感顿时烟消云
散 。 现在我心里很轻松 ， 有信心把高考发挥到最佳状
态！ ”临进考场的王赛赛自信地说。

□见习记者 郑伟元

6 月 7 日、8 日，2022 年高考开启，我市 9 万余名考生迈入考场，进行这
次人生中重要的考试。 受疫情影响，我市今年对考生采取闭环管理方式，即
考前不放假、考时不出圈。 虽然不能陪考，家长们对孩子的关怀却丝毫不减，
从衣食住行到身体健康，都是父母关注的重点。

“女儿不回来，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不
必纠结该给她做什么吃的。 ”在交通大道开
餐饮店的彭大姐说。 她的女儿今年作为艺
术类考生进入考场， 擅长做菜的她很久以
前就开始准备考试菜谱。

“这孩子挺挑食，在学校吃得也不多，所
以我专门准备了营养餐。 ”彭大姐边说边向
记者展示她的备忘录———虾仁蛋羹、什锦蔬
菜、清蒸鱼等一应俱全，既清淡又营养。

得知女儿考试期间不回家，彭大姐给班
主任打了好几个电话，询问高考期间学校食
堂如何安排饮食，直到班主任回复，高考期
间，学生的饮食以清淡为主，注意饮食均衡，
并会限制孩子们吃冷饮，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女儿前几天打电话说想喝奶茶，
我还是买了给她送去了。 ” 彭大姐笑着说，
“满足她的小愿望，希望她能开心考试，取得
好成绩。 ”

孩子在周口市第二高级中学就读的王

先生则在担心解暑降温的问题。 “宿舍没有
空调，而且她要去其他考场考试，不知道会
不会热着。 ”王先生的语气有些紧张，“我安
排她穿一些凉快的衣物， 如果能回家住，我
可以全程接送。 ”

市二高高三年级主任冯华森打消了王

先生的顾虑———为了给学生们营造一个良

好的住宿环境，已经增购了小风扇等设备供

学生们使用。 为确保考场的空调运转正常，
专业人员已经检修过了，同时还派有专人值
守。 跨考点考试的考生也有专车接送，保证
大家及时、安全、凉爽地往返宿舍与考点。

“我明天也打算到考场外陪着……”“你
可算了吧。 ”在王先生一旁的爱人打断了他，
“学校肯定能把孩子的生活安排好， 孩子能
凉快，我们何必在场外热着呢，相信她一定
没问题！ ”

另一位家长陈妈妈则觉得孩子考试期

间在学校待着反而更好：“我的孩子，心态比
较好。 前几天和他通话，他表示一点儿也不
紧张。 我倒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他在家的话
我反而会影响到他。 ”

但陈妈妈也不是没有担心，孩子踏实用功
是好事，但因劳累而生病就不好了。 “上个月他
就说胃疼， 然后前一段时间说腰也坐得不舒
服，我给他买了一些膏药，这两天有所缓解。 ”

陈妈妈说，“已经和他的班主任联系过了，班主
任表示会监督孩子用药，并且说学校医务室里
的医生时刻待命，诊治身体不适的学生。 ”

谈及对孩子高考的期待， 陈妈妈表示，
儿子的成绩一直比较稳定，自己与其说是焦
虑，不如说是多虑。 “老师们说会陪着孩子坚
持到底，争取超常发挥，冲击名校。 我祝愿所
有的孩子都能健健康康，一飞冲天。 ”陈妈妈
笑着说。

学校负责，家长放心

学校全力确保考生饮食安全

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校医务室为考生健康保驾护航

考生有序走向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