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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在即墨二中考点外拎个
大背包，里边有衣服、水果，还有水和食
物，好似一个移动的“补给站”，只为了孩
子考完“要啥有啥”；一对年近八旬的老
人，守候在即墨一中考点外，他们说这已
经是第三次送考了，希望能见到孩子，给
孩子打打气；还有一对“全职陪考”夫妻，
请好假、穿好行头，只为让女儿考试时心
里有底……
7日，是2022年高考的头一天，在即

墨的高考考场上，考生们奋笔疾书；而在
考场外，很多陪考的家长，用尽心思，只
希望能为考生做好保障，考试中可以更
好地发挥，取得更加理想的成绩。

三十多斤的大挎包，里面装着衣服、水
果、水、食物……在即墨二中考场门口，有这
样一位父亲，不仅陪考，还要照顾孩子的饮食
起居。6月7日下午，因为烈日炎炎，考场外并
没有上午般熙熙攘攘的家长在此等候。但是
在门口北侧的阴凉处，一位席地而坐的家长，
引起记者的注意。
“包里有很多孩子的换洗衣服，现在天
热，衣服要一天换一次，还有各种水果、水壶、
食物……考完他想要什么，可以第一时间给
到他。”通过聊天，记者得知，这位学生家长名
叫于鑫仕，考场内正在考试的是于鑫仕家的
老二。于鑫仕今年已经57岁了，说起于鑫仕
手中的“大包”，于鑫仕摆摆手，“我有什么好
采访的，你再去找找别的家长，我干的活你也
看到了，就在眼前”。低调不善于表达的于鑫
仕，虽然嘴上说着拒绝记者，但是也陪记者一
样，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
于鑫仕家住即墨鳌山卫神汤沟村，是一

名地道的渔民，孩子在实验高中读书，一家人
担心孩子高考时仍住宿舍休息不好，于是趁休

渔期清闲，他便担任家里的“全职陪考”，“下午
考完回家有30公里的路程，要开50分钟车，东
西带得齐全，孩子在路上就不会渴着，不会饿
着。”于鑫仕皮肤黝黑，说话总是板着脸，他告
诉记者，平时和孩子交流不多，老大已经35岁
了，上次陪孩子高考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业
务”上，他可以说是一个“新手”。
说是新手，但是听于鑫仕说起这四天的行
程安排，他可是一点都不含糊。“6号晚上住
校，7日上午我在外面等他考试结束汇合，中
午带他到酒店午休，下午考试结束一起回鳌山
卫，8日上午不考试，在家多休息，中午赶过来，
下午考英语，9日一天不考试，但是10号要考
一整天，所以后天晚上就要到附近住下。”于鑫
仕告诉记者，自己的二儿子于德昌在高考前刚
刚年满18岁，是一名体育生，擅长的项目有很
多，一百米、二百米短跑，跳远，铅球样样拿得
出手，心仪的大学是鲁东大学，高考结束后，于
鑫仕想让儿子找份工作，锻炼自己，并表示，儿
子想去哪个大学，想去哪玩，他都支持，“12年
的‘硬仗’打完了，可以放松一下了。”

一位父亲的“移动补给站”

在即墨一中考点外，有一对八
旬老人，他们在下午3点钟就来到
了考点。“我外孙在这里考试，我也
不知道几点考完，就早点过来了。”
老人说，他叫王思源，已经年近八
旬，“我老伴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不
过，她身体不如我好，走路不如我
快。”
老人说，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陪
考了，“前两次，分别是孙子和孙女，
都是即墨一中毕业的，也都在即墨
一中考试，这次轮到外孙了。”
采访中，老人开玩笑说，在送

考这方面，他也算是“经验丰富”了，
“不过，这次送考跟之前不太一样，
上一次送考，还是在5年前，那时候
没有疫情，我和老伴都得提前好几
天准备好食谱、食材，让考生白天
能吃好，晚上还得保证他们能休息
好。”
今年的高考，虽然老人也想像

之前那样，但是，因为疫情防控的
需要，考生们都得服从统一安排。
“这样也挺好，起码在学校吃得卫
生，不会出现拉肚子什么的意外情
况。”老人说，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希
望在孩子考完后，能见上孩子一
面，“平常孩子住校，我只是偶尔会
把孩子接回家，给孩子做点好吃
的，现在只是为了给孩子打打气。”
说起孩子的成绩，老人说，他

并不是非常清楚，“不管成绩好，还
是成绩一般，只要孩子能在考场上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不过，
前两次挺好，我的孙子和孙女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也都考上了大
学，我相信，我外孙肯定也没有问
题。”
说起未来几天的考试，老人

说，他还会过来陪考，“我就在附近
住，中央公元C区，几分钟就走过来
了。”

一对八旬老人的“第三次陪考”

在考点，还有一对精心准备前
来陪考的夫妻，考生父亲王先生穿
一件红色T恤，考生母亲则特意穿
了一件旗袍。
“孩子在即墨二中上学，我俩
早就请好了假，一大早就来到了二
中门口。”王先生说，因为疫情防控
的原因，他们不能进到学校里边，
“孩子的考点在即墨一中，大巴进
校园，直接把孩子从二中送到了一
中考点，我俩只是通过大巴的车
窗，看到了孩子。”
王先生说，虽然只是让孩子隔
着车窗看了一眼，他们也感觉值
了，“我们家孩子是女孩，心思比较
细，我担心她进考场、出考场时，看
到别的家长来了，我们没来而心里
不舒服。”
考虑到下午出考场后，能和女
儿见上一面，并聊上几句，吃完午
饭后，夫妻二人又来到了考点。“虽

然帮不上什么忙，如果能让孩子更
踏实地考试，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
持。”王先生说，或许这就是“父母
之心”，能让孩子更好，父母做什么
都愿意。
对于女儿的考试，王先生说，他
并没有太多的担心，“孩子想上师范
大学，上高中时就定下了这个目标，
她希望自己以后能当老师，成绩考
好了就上个好师范，成绩考不太好，
就上个一般的师范，让孩子放轻松
的同时，我们家长也得放松心态。”
因为考试后，需要做核酸才能
出校园，王先生的女儿排在了后
边，出来时，送考生回学校的大巴
车已经启动了。这也就意味着王先
生打算“和孩子聊几分钟”的计划
落空了。“不要紧，简单说几句就
行，孩子知道心里踏实就行了。”王
先生说，希望孩子第二天考试能有
个更好的发挥。

一对“全职陪考”夫妻的“父母之心”

6月7日下午，在即墨一中考点
外，较之上午首场开考的壮大场面，
人群明显减少不少，除了零星几位
离家较近的家长等候在场外，剩下
的只有民警、城管等工作人员在现
场管理着秩序。但有一位小小陪考
员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考场外，这位身穿红白短袖，头

戴遮阳帽，背着小书包的小小陪考
员名叫腾腾，是一位幼儿园大班的小
朋友。“别看他个头挺高，其实还是个
幼儿园的小朋友”，腾腾的妈妈张女
士说，“当天是他哥哥高考第一天，他
知道后嚷着要来给哥哥加油，正好我
的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他幼儿园放
学后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了。”
说着，腾腾从自己的小书包里

翻出一块士力架和一瓶旺仔牛奶，
“这是我给哥哥准备的礼物，一会我
要送给哥哥，让他考试加油。”
采访中，张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的孩子是即墨实验高中的一名考
生，作为家里的长子，基本上孩子的
学习不需要监督，“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错，基本上每次考试都位居班级
前列，我们对他比较放心。”张女士
说，“之前孩子都是住校，一个月前
开始走读，主要是孩子自己的意思，
临近高考，他想回家住，让自己的心
态放开一点。”张女士笑称自己家是
散养政策，来送考也不会过于关注
孩子考得怎么样，“6日晚上在家除
了叮嘱他拿好考试材料，并没有做
过多的谈论，7日过来也主要是给
他加个油打个气，就算远远地对笑
一下，对孩子也是种无形的安慰和
鼓励，就足够了，心态好就没问题。”
随着考试的结束，腾腾的哥哥

从一中考场缓缓走出，腾腾见
状，急忙上前为哥哥送上祝
福，“哥哥，送给你，祝你高
考加油，你是最棒的！”

一名“小小陪考员”送出的“高考礼物”

即墨二中送考团老师，为同学们加油。

即墨二中考点，候考家长穿旗袍意寓“旗开得胜”。

考生家长于先生和他的“移动补给站”。

即墨一中考点，全家“齐上阵”，为高考加油。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考生准备出发。

首场考试结束，考生情绪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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