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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开始的那天早上，我路
过荥阳高中门口时看到有警察拉着警
戒线提醒过往车辆绕道行驶。路人也
都轻声细语快速通过，生怕扰了学子
们考试的安静。小侄女今年参加高
考，可是在家里上网课长达 3个月之
久的特殊情况，一家人忧心忡忡生怕
一贯成绩优异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

2020年的高考注定是不寻常的
高考,由于疫情影响，已经连续实行了
13年的6月份高考不得不再次回归到
7月。我记忆中的“黑色七月”仿佛又
回到眼前。

我是 1987年高中毕业的，那一
年，河南开始取消预考制度，可能许多
人已经不记得预考了，从 1981年开
始，为了减少高考报名、改卷等压力，
实行预考制，即每年 5月份应往届高
中毕业生要先参加预考，预考成绩过
线才能取得参加高考的资格。1987
年河南取消预考制，当年参加报名的
考生特别多。我们住在荥阳高中破旧
的女生宿舍里，考点在荥阳二高，7月
的夏夜暑热异常，没有电扇，没有蚊帐，
老城临近索河，常年散发着臭味的索河
水无疑是蚊子的“天堂”。高考前夜，暑
热难耐，蚊虫叮咬，加上考前的兴奋，一
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合上了眼，不
料又被早起同学的开门声惊醒。早餐
时，我照例和同学一起到露天餐厅打
饭，两个馒头、一碗面汤、一份炒包菜被
我吃得干干净净。骑着自行车穿过老
城拥挤的街道到荥阳二高考点考试，突
然下起了雨。清楚记得当年的作文题
是给材料作文：根据给出的材料写一
篇简讯《育民小学办起了游泳训练
班》；写一篇理论对实践指导意义的短
文。当我咬着笔头思考着如何完成第
二篇短文时，瞌睡虫袭来，眼皮子直打
架，坚持不住打了个盹，醒来时离交卷
只有15分钟时间,草草写了几句《论理
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匆匆收尾，离交
卷差一分钟，检查了一下准考证名字
填得对不对。那年高考，本来文科见
长，指望语文拿高分的我语文成绩平
平，总成绩勉强过了大专线。

2015年，女儿参加高考，6月7日，
天气不是十分热，当时流行考生第一
天穿红衣服谓之开门红，家长穿旗袍
取意旗开得胜。早上，在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护送下，女儿进入考
场。考前不敢给孩子施加压力，只能
变着花样做好吃的。和众多家长一
样，我坐在荥阳实验高中门外树荫下
焦急等待着，看着女儿从考场出来时
一脸的平静，我多天来悬着的心放下
来一点儿。女儿主动谈起作文内容，
大致说了她写的内容，我感觉切合主
题、态度明确，鼓励她集中精力转入
下一场考试。那年的高考，女儿语文
成绩全班第一名，最后上了自己心仪
的大学。

2020年 7月 7日下午下班时，走
在大街上，听到三三两两的家长在议
论作文题目。回到家，我翻开手机，网
上关于高考作文的内容早已铺天盖
地，我甚至看到了 1977年作文题是
《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

说到1977年高考，我大哥是受益
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2月，
大哥办理了退休手续。1977年1月，中
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17岁的大
哥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成了我们村恢
复高考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们
那个不足2000口人的村有100多人参
加高考，因为是第一次恢复，年龄放宽，
许多往届生，包括哥哥在内的几个民办
老师都去参加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那些天，亲戚、邻居纷纷前来祝贺，母
亲尽管为学费发愁，可她依然带着快
乐的笑容去找亲戚们借钱，凑足了大
哥的学费和生活费。借钱回来的晚上，
9岁的我跟在妈妈后面，听着邻居们夸
我哥哥有出息，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
要像我大哥一样也考上大学。

岁月更迭、世事沧桑，当年的天之
骄子如今已退休，儿孙绕膝，尽享天
伦。我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如今过
了知天命的年龄，认真努力做着自己
该做的事，淡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今年高考已经结束，希望小侄女
能考上她向往已久的大学。

今年的 7月 17日是《郑州晚报·
荥阳时报》出版 7周年纪念日。值此
欣喜时刻，谨向为荥阳的宣传事业和
经济社会发展辛勤笔耕的《郑州晚
报·荥阳时报》编采人员表示祝贺。

源于学新闻出身，一走出校门就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二十几年，退休以
后又一度参与新闻宣传，所以，我对
新闻宣传工作数十年情有独钟，除了
关注，还总是跃跃欲试，常常写篇小
文积极参与其中。

2010年初春，我退休后在一家老
年报刊从事编采工作。2013年6月的
一天，郑州晚报记者姚辉常告诉我，
为了加大对荥阳的宣传力度，《郑州
晚报·荥阳时报》有望近期出版。他
请我关注，还真诚地邀我能够为办好
这份报纸给予支持。我听了欣喜不
已，这份报纸的问世，对于宣传荥阳、
服务荥阳、让荥阳人了解身边事周边
事、让外地人了解荥阳事，使我们又
多了一方阵地，我也为上级报纸对故
土荥阳的关爱兴奋不已。与此同时，
我也要利用自己当年的特长，努力在
这一可贵的报纸版面上宣传家乡、为
家乡的经济社会进步助上一臂之力。

时年 8月，我应邀为《荥阳“大
坑”市场的来龙去脉》撰稿。史料记
载，杨五楼村原称“演武楼”。世代相
传从唐朝开始，这里便是官家演武、
练兵之地。杨五楼村以南，原有南北
走向的一条土岭，人称“演武梁”，是
老百姓观看军队演武的高地；土岭东
边的 100多亩一马平川之地，是官军
飞马射箭的“演武场”；杨五楼村则是
官军居住的馆驿之所，时称“演武
楼”；“演武楼”北边的近百十亩低洼
之地，是各地来军喂养军马、临近演
武之前将士军马的出发之地，后人称
之为“藏马沟”。随着时间的推移，源
于“藏马沟”低洼聚水，久而久之这里
成为杨五楼村的荒芜废弃之地。
1981年我调到城关镇以后，党委、政

府开会常常议论，怎么能够把杨五楼
的这片不毛之地利用起来。到 20世
纪90年代，我们城关镇协同工商局在
这里建设了农贸市场，群众俗称“大
坑市场”。我的好几个熟人看了这篇
文章，都说：“感谢《荥阳时报》让我们
知道了这个市场的往昔。”

后来，我参加了荥阳市“保护民
间文化遗产，建设文化特色村”工作
顾问团，更有条件接触了荥阳的诸多
地方文化。2014年告老还乡，应邀为
《郑州晚报·荥阳时报》先后撰写了
《童年时期的五月端午节》《第一次乘
火车去郑州》和《我的“小人书”情结》
等文章，以此述说了荥阳往昔今日的
巨大变化。

再后来到 2016、2017和 2018年，
乘应邀在乔楼镇参与编纂《乔楼镇
志》之机，多次偕同编辑部人员走访
考察了乔楼镇的好几个著名历史遗
留之地。陆续相继撰写了《李自成驻
兵营房顶》《百姓们逃匪汉家寨》《神
秘莫测躲金洞》《程咬金出兵瓦岗寨
智夺荥阳城》等，还有描写荥阳贾峪
镇万全寨的《乡史乡风“万全寨”》等荥
阳地域历史史料。承蒙《郑州晚报·
荥阳时报》的关照，这些文章也都先
后刊登在报纸上，很好地宣传了故乡
荥阳的地域文化，这份报纸也为我
们荥阳人进一步了解家乡历史提供
了平台。

我的故乡是乔楼镇孙寨村。2019
年4月份，孙寨村在郑州市党建工作中
第一家开展了为共产党员家庭悬挂
“共产党员之家”标牌活动。村党支部
举行活动仪式，我以老党员身份作了
《不忘初心跟党走》的会议发言，《郑
州晚报·荥阳时报》的记者第一时间
前往采访。4月23日的报纸上报道了
这项活动，还刊载了我在挂牌仪式上
的发言和照片，这对于我这个老共产
党员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多年来，特别是今春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近半年我宅居在家，《郑州晚
报》成为我与外界接触的主要媒体和
精神寄托。我每天思念、关注着这份
报纸，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的报
箱里收取报纸，坐到书房里仔细阅
读，通过这份报纸了解世界大事、国
内大事，还有郑州、荥阳身边事。

《郑州晚报》关心荥阳、支持荥
阳、宣传荥阳。作为《郑州晚报》忠实
读者的我，更感到《郑州晚报·荥阳时
报》对荥阳进一步发展助力的可贵。
值此《郑州晚报·荥阳时报》出版 7周
年的欣喜时刻，我再一次向可敬的报
人致意，并真挚地对《郑州晚报·荥阳
时报》的记者编辑们道一声：“今后，
我要迎着每一天的东方旭日，永远与
你们同行！”

七度春秋共寒暑
祝贺《郑州晚报·荥阳时报》

出版7周年
□王永襄

本报有关孙寨村为共产党员家庭挂牌的
报道和王永襄的发言

两代人的高考
□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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