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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 2006年，高考
结束不久成绩就出来了，女
儿的分数离一本线差 9 分，
于是报考了外省一所外国语
学院。这天，我正在上班，
女儿忽然打来电话，说她被
省内的师范大学录取了。我
正高兴时，想不到女儿在电
话里大声哭泣：“爸爸，我
不想上师大，我想上外国语
学院，你快回来。”

师大是我们省的重点大
学，本来离一本线差 9 分是
不会被录取的，可想不到师
大在第一批没录够人数开始
降分录取，结果女儿意外被
录进了师大。而女儿心仪的
那所外国语学院，录取线比

女儿的分数低 30多分呢。正
因为如此，女儿才哭泣。没
办法，只好再补习一年。

一晃又到了 2007 年高
考，女儿的成绩上了一本重点
线。填报志愿时我和班主任再
三考虑，第一批一本线志愿报
考了南京等地的几所重点大
学，结果全部滑档。由于头年
与外国语学院失之交臂，女儿
觉得没有缘分，2007 年的志
愿便没有填它，改填北京的另
一所二本外国语学院。结果，
北京的外国语学院录取分数
线比一本线高出好几十分，女
儿又滑档了。就这样，女儿又
要复读一年。

俗话说“事不过三”，经

过两年复读的女儿，2008年
高考成绩全省第 103 名，第
一志愿填报了国内一所著名
的“985”大学，但我仍提心
吊胆，生怕又节外生枝。第
一天晚上一本线院校开始投
档录取，我一夜没合眼。第
二天一上班，我就迫不及待
地打开办公室电脑进行查询，
查到女儿终于被那所著名大
学录取时，我当即就给妻女
打电话，边说我的眼泪边往
下流……
有道是，人生处处是考

场，父女两代赶考忙。挥毫
泼墨来亮相，高等学府“走
一趟”。赶考潇洒不虚枉，时
光流逝话沧桑……

□ 汪志

父女两代人的“高考梦”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每当这首熟悉
的旋律响起，我心中便涌起一
股强烈的家国情怀。家国情
怀，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是对民族的自豪和担当，是每
一个中华儿女心中最深厚的
情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
们应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
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努力奋斗。

我是一位税务战线的退
休老干部，也是一位近 50年
党龄的老党员，我目睹着这个
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是经济发展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我国经济实
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综合实力
显著提升。从高铁到 5G 网
络，从大飞机到航母，从基础
设施建设到高端装备制造，科
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共建“一带一路”从中
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
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
实，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
就，中国为世界经济做出了重
大贡献。
新时代是文化繁荣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我国文化
事业蓬勃发展，文化自信不
断增强。从电影、电视剧到
音乐、舞蹈，文化作品丰富
多彩，助力产业日益壮大。
年青一代接过文化传承的
“接力棒”，在传统技艺的守
护和创新中扮演了举足轻重
的角色，他们尊重传统拥抱
创新，中华文化在青年手中
得以传承，更焕发新的活力。
新时代是社会和谐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我国大局稳
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教
育升级到医疗共建，从宣告
“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

对权力”到强调“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各地区
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
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兜牢底
线、补齐短板、加大投入，全方
位改善人民生活，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新时代、新机遇、新挑
战不断开辟新篇章，这个时
代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等待我们去描绘属于自己的
精彩。如今，我虽然离开了
工作岗位，但仍然要紧跟时
代的步伐，做一名合格的共
产党员，为这个伟大的时代
出一份力、争一份光、献一
份爱。

□ 税务二支部 谢国荣

厚植家国情怀谱写时代赞歌

我的高考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记得高考那几天，雨特
别多也特别大，乡间泥泞的小
路让人寸步难行。为了我高
考，快 50岁的老父亲那几天
放下家里的农活，全程陪伴着
我，早上护送我从家步行去 10
多公里外的考点，中午将就吃
点，傍晚又陪我步行回家。

前两天我感觉考得不错，
只剩下第三天的最后一门了，
可想不到，一场意外已暗暗地
向我袭来。第三天早上，由于
连日下雨，路更加泥泞，有的

土路都被水淹没了。没办法，
父亲领着我绕到公路上走，但
要多绕好几公里。就在我和父
亲快要到考点时，一辆人力三
轮车在避让路人时由于下雨
路滑，将我撞倒在路边的水沟
里。我脸上擦出了血，满身是
泥水，父亲将我拉起来时，全
身疼痛，腿也已经不能动弹。
我以为腿断了，这意味着我不
能考最后一门了。三轮车司机
立即将我送到医院，经检查是
软组织挫伤，需住院治疗。虽
然疼痛难忍，但一听腿没有骨

折，我立即要求去考试。医生
和父亲都劝我腿要紧，否则遗
憾一辈子。我说考完最后一门
住院也不迟。医生见我这么固
执，立即给我绑了厚厚的绷
带，由那三轮车迅速将我送进
了考场，此时还有 5分钟就不
让进了。我咬牙忍痛考完了最
后一门，出了考场，一直等着
的三轮车就将我快速拉到了
医院。如果那天我听从医生
和父亲的话，放弃了最后一
场考试，也许我今生与大学
无缘……

我“绑着绷带”去高考

女儿的“三次高考”

陈国凡

母亲“神助”我高考

每年 6月是高考季。高
考是牵动亿万家庭的大事，
为了孩子的高考，很多家长
甚至暂时放下自己的工作，
在学校附近租房，一心一意
陪读。心甘情愿花大量时间
在厨房，使出浑身解数，把
最可口的饭菜送到孩子嘴
里。今年高考季，我不由地
想起了自己当年高考。

我家境很一般，父母成
天在田地里忙自己的“事
业”，平时根本无暇顾及我的
学习。那时高考在炎热的 7
月，随着高考日益临近，我内
心也越来越焦虑、躁动。那时
高考录取率极低，我读的又
是文科，觉得自己根本考不
上大学。父母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肯定希望我能跳出
“农门”，我感觉压力山大。

好在周末能吃到母亲可
口的饭菜。是的，我周末回
家，母亲再忙也会给我做几
顿可口的饭菜。我爱吃红烧
肉，母亲一大早就去 2.5 公
里外的集市上，挑最好的三
层肉，花心思做成一大碗红
彤彤、油滋滋的红烧肉。我
食欲大增，能一口气吃掉半
碗红烧肉和两大碗米饭。看
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
疲惫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
容。吃完，我用手背抹抹油
腻的嘴巴，笑了，笑得满足，
笑得张扬。“能吃能睡能笑，
就没问题。”“高考高考，就
是高高兴兴地去考试。”母亲
常说这样的话，让我倍觉轻
松。说来也怪，接下来的备
考日子里，我不再焦躁，心
无旁骛，埋头苦读，只管耕
耘，不问收获，成绩提升很
快。
高考前两天，母亲要我

戴上一小挂件。那挂件呈圆
形，绿色，上面的图案是一
尊面容慈祥的佛，后来才知

道是文殊菩萨。一条细红线
从上端的小孔穿过，打个
结，就可挂在脖子上。“这
是啥？干嘛用啊？”我疑惑
地问母亲。母亲说：“你甭
管它是啥，反正能助你高考
取得好分数。”我心仍有抵
触，脖子上戴着这么个玩意
儿，别扭不说，同学看见还
不笑死。“塞在衬衫里面
呢，别人看不见。”小心思
一下就被母亲看穿了，我只
好戴上，母亲笑了。后来同
村的婶婶告诉我，母亲不知
从哪里知道了高考的详细时
间，每场考试前，都双手合
十，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
词———母亲那是在祈求神灵
保佑，保佑我能发挥出色、
考上大学啊。

高考考场上，我有如神
助，做题思路清晰敏捷，一
路顺畅，每门课都发挥得不
错。我以高分考上了心仪的
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
学生。

母亲笑了，笑得很幸
福。父亲也喜上眉梢，一连
多日，在村子里四处走动，
平时沉默寡言的他，把唾沫
星子溅得到处都是。

现在想来，当年母亲的
所作所为，真可算半个心理
学家了———她给我做好吃
的，增强我的食欲，保证我
有充足的体力备考；又用轻
松的话语，给我放松心情，
减轻压力；考前给我戴上菩
萨挂件，给了我积极的心理
暗示，助力考出理想成绩。
可是母亲没进过一天学堂
啊，因为我的高考，她竟迸
发出了“神奇”的力量。

母亲“神助”我高考，
其实，不是“神”在助力，
而是母亲的心在助力，是母
亲的爱在助力。感谢母亲，
致敬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