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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在即，考生们

着手准备中性笔 、

2B

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具

了。本报也提醒广大考

生，为了确保考试顺利

进行，一定要购买正规

品牌的考试用具。图为

昨日上午，信高分校的

高考生正在选购文具。

见习记者 王 洋

马依钒 摄

高考在即“高考房”预订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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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 （见习记者 刘 方）随

着高考的逼近，如何为考生减少路途

上的奔波， 节省更多的休息时间，成

了这两天不少家长操心的头等大事。

近日，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宾馆了解

到，“高考房”预订非常火爆。

根据前几天公布的考点安排 ，

记者走访发现 ，像市七中 、浉河中

学 、 信高分校等考点附近的酒店

和宾馆 ，很多家长 “先下手为强”，

早早就电话预订了考试期间的房间。

在五星路上的一家宾馆 ， 前台服务

人员表示 ， 现在

80%

的房间都被

考生家长预订了 ， 剩下的房间都

是留给散客或者单位的 。 “因为我

们宾馆是距离信高分校和浉河中

学两个考点最近的，所以咨询的家长

特别多， 最早的

6

月

1

日就预订了，

不少家长电话里一再嘱咐要留房间。

昨天还有几个家长特意 来 交 了 订

金 ，然后仔细挑选房间 ，房间号是

否吉利 ，房间是否敞亮安静 ，他们

都很在意，有些家长还特意定两个标

间，一间家长住，一间考生住。 ”服务

人员说。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在目前

预订火爆的情况下，很多宾馆积极服

务广大考生并没有出现抬高房价现

象。 另外，前两年不少家长为了节省

考生中午休息的时间，为孩子定“钟

点房”午休，今年这种情况少了很多。

在采访中不少市区的家长表示，会尽

量让孩子在家吃饭休息，让孩子在熟

悉的环境中保持一颗平常心“应战”。

解放路一家宾馆的前台人员表

示 ， 因为现在打电话预订的家长

太多了 ，所以宾馆现在取消了“钟

点房”， 而且现在也不再接受电话预

订。 “谁先到宾馆谁就先分到房间 ，

家长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 有的家

长预订了好几间或者在别的宾馆

也预订了房间，但是还有很多焦急的

家长没有预订到，所以我们只能按照

先来后到的原则分配房间。 ”该工作

人员还提醒目前没有预订到房间

的家长 ，

6

日中午可以提前来宾馆

守候， 那时如果有别的顾客退房，或

许能等到空余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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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 马依钒 王 洋）明天就要高考

了，在各项针对孩子的考前工作都准备就绪之后，很多家

长还是闲不下来。 为了孩子能顺利高考，他们逛商店、逛

市场，精心挑选印有“好彩头”字样或者寓意吉祥的物品。

昨日上午，在解放路一销售香囊的流动摊点前，驻足

了几位中年女士。一看到印有“金榜题名”字样的荷包，她

们都激动了起来。 “要买的就是这个，找了几天了，今天总

算找到了。 ”市民崔宝珍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她告诉记

者：“明天一定要让女儿把这个香囊戴在身上， 不但能提

神驱蚊，关键是这几个字的寓意好啊。 ”短短两分钟的时

间，

10

元一个的“金榜题名”荷包就卖出去了

4

个。

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这两日，高考文具也热销起来

了。 “不止是学生来买，有的家长也来买，只是家长购买文

具时的选择范围更有倾向性。 ”据信高附近一文具店老板

袁先生介绍，考生主要是购买自己平时常用的文具，家长

则不然。 袁先生指着一排笔管上印有“高考必胜”、“金榜

题名”等字样的文具对记者说道。

记者在信高附近采访了部分高考生， 大多数都表示

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 文科考生张筱婷对记者说：“家长

都希望孩子能好好发挥，顺利考下来。通过购买一些带有

特殊寓意的物品来传达对孩子的祝福都是可以理解的。 ”

不过， 也有考生因为家长的期盼产生了一些压力。

“前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爸爸送给我一个本子，中间夹着

一支红笔。 ”考生小杜说，爸爸解释的寓意是“必中一本”，

这句话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唠嗑打牌一切照旧

这群高考家长很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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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 王 洋 马依

钒）昨日，记者来到信高分校探访高三

考生的陪读家长， 本以为这里早已成

为紧张备考的副战场。 谁知道伴着阵

阵凉风，传来的是轻松的笑声，三五成

群的陪读妈妈和奶奶聚在一起聊天 ，

陪读爸爸则是扑克比拼战斗正酣，这

里俨然成为高考前陪读家长为时不多

的快乐聚会。

从信高门口的斜坡一路往上 ，记

者不时能看见一些陪读家长提着大兜

西瓜、新鲜蔬菜往家赶。 由于阳光晒不

到，又有几棵大树好乘凉，斜坡上的一

处夹道口， 就成了买菜归来或者闲来

无事的家长聚会的好地方。 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的陪读生活， 已经让这些家

长彼此都非常熟悉了。 孩子上学后，他

们就成了彼此唠嗑的伴儿。

袁冬梅来自驻马店市正阳县 ，来

信阳给儿子陪读已经半年了。 菜已经

买好了，还没到做饭时间，干脆先不回

出租屋，直接把菜放地上，随便找了个

阴凉的石墩， 坐下来就加入到聊天的

大军中。 东扯一句、西拉一句，家长里

短成了这些陪读家长谈论的话题，说

到高兴处，几位家长哈哈大笑。 而对于即

将到来的高考，她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担心。

“快高考了，不做点准备吗？ ”记者问道。 袁

冬梅说，做啥准备，跟平时一样，孩子

还在学校里复习，我们就到点做做饭，

考场就在信高分校，没什么可准备的。

“就是吃饭吃清淡一点儿，尽量不说高

考、学校的事儿，这些老师都发短信强

调过，还跟平时一样。 ”袁冬梅很轻松，

不过有时候，她也有点儿紧张，但在孩

子回家前， 尽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

让这种情绪影响到孩子。

“我儿子在市七中考，考试那天准

备七点就出发，骑电动车去送，方便、速

度快，然后回来做饭等他。”家住平桥区

的高海燕， 高三一整年都在给儿子陪

读。 这几天的生活也一切照旧，唯一让

她担心的就是这两天， 孩子不怎么复

习，忙着打篮球。 “你儿子学习这么好，

平时都考

670

多分， 清华北大的料儿，

还担心什么？ ”一旁的另一个陪读家长

赶紧安慰道。“也是，学习也不在乎这几

天，稍微放松一下也对。 ”很快，高海燕

就想明白了。

在采访中，一群男士围坐在一起打

牌，记者还以为他们是高考前两天来看孩

子的， 谁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陪读了至少

一年以上。 相对于陪读妈妈时不时冒出

的担忧，陪读爸爸们似乎更淡定，高考

的到来也意味着他们的解放。 “你家是

哪的？”“我家住黄土高坡。”正在打牌的

陪读爸爸鲍先生跟记者开起了玩笑。其

实来自息县的他，给儿子陪读已经

3

年

了。 “刚开始人生地不熟，觉得很无聊，

后来从家里带来麻将， 没事打打麻将、

扑克牌消磨时光。 不过跟陪读妈妈比，

我们还是憋得慌，他们总有干不完的活

儿。 ”鲍先生笑着说，“孩子他妈不愿意

来，只好我来了，马上就可以解放了，等

我儿子考上清华、北大，请你们吃饭。 ”

临近中午 ，陪读爸爸 、妈妈 、奶奶

们，纷纷散场，提着蔬菜，又赶着回家给

孩子做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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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即将开始， 考试细节的把握和良好的考

试心态对考生发挥至关重要， 也成为不少毕业班

老师目前为考生备考的重点。 图为信阳高中毕业

班学生正在认真聆听老师的心理辅导。

见习记者 刘 方 摄

精挑

文具

认真聆听心理辅导

陪读家长神态轻松

“好彩头”物品 家长忙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