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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纪凯，山东省实验中学东校
区高三毕业生，住在济南市历城区
王舍人街道。在今年的夏季高考
中，他考了563 分。高中3年曾长时
间垫底的他，无疑完成了一次学业
上的逆袭。
  对人生初启的尹纪凯来说，高
中如此收官自然可喜。但更重要的
是，走过高中这 3 年，他与学习交
上了朋友。
  落差
  上初中的时候，纪凯跟大多数
孩子一样爱玩。好在他稍稍学一学，
就考得还不错。他坦率地说：“人有
点飘，自我感觉良好。”
  初中毕业后，他以指标生的身
份考进了省实验。同寝室的 6 个人
初见面聊到了入学成绩，除了初中
校友，另外 4 人都比他高三四十
分。不仅如此，尹纪凯渐渐发现，
每次考试，人家都考得比自己好，
好很多。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那时那
地，巨大的落差让纪凯的内心再无
从飘起，甚至有点“认命”。那一
年网课特别多，16岁的花季伴着懵
懂、茫然与叛逆，很快滑过。高二

上学期，他的这种状态依然。
  改变出现在高二下学期。不是
幡然领悟，而是悄然改变。看着班
级里进进出出的同学，想想他们学
业上的表现，尹纪凯生出向往之
心。“也许是自己长大了一点点
吧。”他静静地回忆道，“应该是
价值观在改变，想法不一样了，想
到了将来。”
  回馈
  纪凯的父母话不多，对儿子的
爱都在日常的行动中。他们偶尔念
叨两句，但很少直接插手纪凯的
学习。
  正是高一到高二这段时间，家
里经济有些紧张。父母节俭度日，
但给儿子的很多。
  纪凯清楚地记得，父母对他说，
“不管怎样，不会让你少任何东西”；
纪凯也注意到，父母很舍得给他买

吃的穿的，他们却不添置新装，吃得
简单；纪凯不止一次无意间听到，父
母 轻 声 抱 怨 又 支 出 了 一 笔 某 某
费……从小对钱的问题不关注、不
在意的少年，渐渐瞧出些端倪。
  “我就会觉得，这个家需要我
来回馈。”尹纪凯这么一想，就感
觉学业现状“问题很严重了”。
  不能再贪玩了！纪凯当时的逻
辑很简单——— 好好读书考大学，以
后给家里多挣点钱。
  默默地，17岁的男孩开启了全
新的人生奔赴。
  波动
  “班上的学习氛围很好。”他
淡淡一笑，“垫底的好处是，你可
以 向 很 多 人 提 出 问 题 并 得 到 帮
助。”高二下学期，他在不断向别
人请教中一天天度过。期末考试，
尹纪凯竟考进了班级前十名。

  开心！尹纪凯的内心悄然生
变，观念转着转着，已经离开了
“挣钱”那个出发点。“后来，就
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学习，不再把学
习当成一种负担。”他说。
  时光如流水，起起伏伏。尹纪
凯坦言，高三这一年，自己反倒对
成绩本身没那么看重了。甚至，有
段时间他觉得考得不好反而是好
事——— “能发现更多问题”。
  事实上，每次发现纪凯状态起
伏，老师们也会找他谈心。回首往
日，尹纪凯非常感念各科老师的负
责与耐心。“像我们班主任王璐老
师，会从自己的阅历出发，告诉我
波动式上升是正常的。”纪凯说，
“静心学习，久久为功。”
  静心
  在成绩垫底的日子里，尹纪凯
没有被父母嗔责过。

  其实，没有哪位高考生的家
长，能够拒绝内心焦虑。但直到高
考前，纪凯也没感受到过父母的
焦虑。
  高考第一天下午考完数学，他
自己倒是经历了短暂的焦虑。
  “回去路上看了一眼答案，发
现4道拿不准的选择题全错了！”
尹纪凯说，“根据这段时间的备考
经验，就感觉数学肯定砸了！”
  心绪已乱，书也看不进去，他
索性放空自己。两个小时过去，纪
凯渐渐静下心来。
  “大不了再来一年！”他这样
想着，心态好了很多。结果，第二
天考试时，整个人比数学考试前还
要平静。
  6 月 25 日，父母跟纪凯一起点
开了高考成绩“查询”页面……成
绩跳出来的那一刻，父母好开心！
“我比较平静吧。”纪凯淡淡一
笑，“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成绩。”
  7月19日的午后，庭中几株石榴
果实初挂，沐浴过雨水，格外青绿喜
人。尹纪凯已在酝酿新的学习生活。

“录取通知下来，明确了专业，就去
借书，先热热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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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背后，他与学习交朋友
农村大众报记者 边良

  7月16日是初伏第一天，夏天
最热的时候开始了。
  早上6点，东阿县刘集镇北大
杨村村民杨华阶骑着电动车准时出
门，约莫1个小时后就赶到了20 多
里外的一处商贸城项目工地。杨华
阶干了 30 年建筑工，这个工地是
他待过的离家最近的工地。杨华阶
还在路上时， 50 多里外的聊城第
一中学新校区南侧回迁房工地上，
他的儿子杨承浩已经开始打线、放
坑。和46岁的杨华阶不同，这是17
岁的杨承浩第一次来建筑工地
打工。
  6月25日下午5点16分，杨承
浩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59 8
分。这个成绩和预估的相差不少，
杨承浩心里一时有点难以接受。
  杨华阶常年在外省打工，家里
大小事多由妻子赵万华操持。其
实，杨华阶想挣钱，但更恋家。除
了逢年过节回来看看，每年暑假
时，他也会打着“休息”的名义回
家陪陪孩子。 6 月 5 日，杨华阶特
地从河北省石家庄的工地赶回来，
陪儿子高考。
  北大杨村是东阿县西南部的一
个小村，往南 10 公里就是黄河。
全村 676 口人，常住人口只有 100
多口人，留下的村民多以种植粮食
为主。因为觉得家乡机会少，初中
毕业后， 16 岁的杨华阶就跟着村
里的长辈闯世界，其实就是天南海
北地“赶工地”。小小年纪的他吃
尽了苦头，钱却没落下多少。有时
躺在工地窝棚里，夜里睡不着，杨
华阶心里常泛起一股悔意，“为啥
年轻时没好好学习”。
  为了不让儿子和女儿再走自己
的路，杨华阶对俩孩子从小就要求
严格。“从初一开始，每周所有做
过的卷子和题都得带回来，只要我
在家就得检查，我看不懂的，让他
妈看，他妈中专毕业，比我强
点。”杨华阶说。

  每次回家，杨华阶带回来的礼
物也和别人不同：各种书，有时还
有试卷。不仅如此，杨华阶每次回
家，都刻意不摸手机，总是坐在孩
子旁翻书，他要用行动告诉孩子，
“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干干这摸
摸那”。
  不过，杨华阶没想到儿子比他
想得还要努力。
  “承浩这孩子打小就和别人不
一样，有自制力。”北大杨村党支
部书记杨承涛说。
  6 月 12 日，杨华阶又去打工
了，只不过这次他没再出省，其中
多半原因是儿子的高考成绩还没出
来，他心里挂着。在东阿县城里的
澳林商贸城项目工地干活，每天晚
上7点，他就能回家陪孩子。
  7 月 5 日，杨承浩填报了志
愿。提前批报的南开和华中师大；
第一顺序报的山东大学，第二顺序
报的山大威海分校。“选学校和专
业是孩子的自由，他要自己拿主
意。”杨华阶嘴上说不干涉孩子填
志愿，可他心里也惦记着让孩子能
上个好大学。
  高考成绩出来后，杨承浩主动
要求舅舅赵万振带他去工地干活。
“有很多暑假工作可以选，最开始
我想让他去城里辅导孩子，可他偏
偏要去工地。”杨华阶心里清楚，
儿子虽嘴上不说，但心里就是想体
验一下父亲在工地挣钱的艰辛。
  6 月 30 日早上 6 点，赵万华用
电动车驮着儿子杨承浩，来到位山
黄河公园北侧的公交站点，从这里
坐车到东阿汽车站，再转车到聊城
汽车站，然后蹬半个小时“小黄
车”，就能到聊城第一中学新校区
南侧回迁房工地。在工地上待了半
个月，杨承浩说他想当大学老师。
  成绩出来后，赵万华想张罗亲
戚邻居一起吃饭热闹热闹，杨华阶
却觉得没多大必要，“显摆啥，干
好自己的事就行。”

  “我这孩儿，从小就没让大人
操过心。”说起自己的儿子，孙树
艳颇为自豪，“他打小就有目标，
所以学习很自律，也很有劲儿。”
  孙树艳是临朐县城关街道东朱
封村村民，也是村里的村医，让她
自豪的儿子叫李培旭，今年刚刚参
加完高考，总分考了576分。对这
个分数，一家人觉得还不错。
  李培旭心仪的大学是国防科技
大学。“这个分数肯定是进不去
了，但上大学后要好好学，再考国
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与心仪大
学失之交臂的李培旭，又明确了下
一步的奋斗目标。对孩子的理想和
目标，孙树艳表示全力支持，因为
从孩子上小学起，一家人就是这样
鼓励他的。

  遇到挫折不责备，有了成绩也
不猛夸，理性地给孩子鼓劲儿。这
让李培旭从小受益。
  上小学时，李培旭觉得英语很
难，不愿意学，成绩也不好。为鼓
励儿子，孙树艳就给儿子讲学英语
的必要性，并帮他慢慢树立目标，
让他树立信心。“结果，夸了一个
星期，他的英语成绩就上去了，而
且还考了第一名。”对这事儿，孙
树艳至今仍津津乐道。
  “孩子们都有目标，村里对他
们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东朱封
村党总支书记李文诰解释说，“从
2012 年开始，村里就设立了奖学
金，目的就是激励孩子们努力学
习，考出好成绩，走进好大学。”
  东朱封村一直有“尚文尚学，

尊师重教”的传统。李文诰介绍，
每年在孩子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后，
村里都会召开奖学金颁发大会，为
考上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的考生每人
颁发5000元奖学金，专科生也有。
大会上，所有获奖的孩子都要上
台，讲一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以及
进入大学后的打算、目标等等。这
么多年下来，奖学金的价值已经远
超其额度，成了一种荣誉，不断激
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初步统计，有1024 户村民的东
朱封村，在过去 9 年期间，已奖励
了80 多人次，颁发奖金总额超过了
20 万元。
  尽管每年都发出去不少钱，但
李文诰却很高兴：“这对孩子们来
说，是一种正向激励。”

  窗外，毛白杨在风中摇曳，碧
绿的叶子让空气清新；屋内，17岁
的少年在学制图软件、读哲学、练
习编程……高考已经结束，这位少
年仍旧没有停下向知识高山跋涉的
脚步。
  少年名叫赵奎臻，高唐二中
2019级毕业生，老家在高唐县赵寨
子镇周楼村。今年放榜的时候，
668 分的高考成绩让他成了全村人
热议的“新闻人物”。
  静心自律，管好时间
  卖书为生的父亲赵玉庆一直用
“散养”一词来形容自家这位高考
生：“往往，他就是盘着腿坐在床
上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母亲
是一名教师，她用“很自律，不用
专门管”来形容自己的儿子。
  赵奎臻认为，学习好的最大秘
诀，第一就是“静心”，即静下心
来认真听课、认真钻研，遇到难题
别放弃，用一颗很静的心去吃透

它；第二，一定要对时间进行精细
化管理，做到“专时专用”；第
三，认认真真吃透课本很重要；第
四，错题本也很重要。高中三年，
他整理了4个数学错题本，3个物理
错题本。
  “我卖书，他妈教书，奎臻读
书。”赵父形象地描述了一家人的
状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走进赵奎臻的书房，记者看到，
除了3个装满书的书柜，床上、衣柜
里几乎全都塞满了书。“我读了多遍
《红楼梦》，《三体》也读了很多遍。”
赵奎臻说。
  念初二时，赵奎臻跟父亲去北
京采购图书。父子俩第一站去的就
是王府井书店。后来，父亲忙于工
作，赵奎臻便在国家图书馆泡了整
整一个月。从人文经典读到科技经
典，让这个少年郎乐不思蜀。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赵奎

臻喜欢骑行，曾经骑自行车去过河
北省清河县、济南、聊城等地。如今
旅行足迹已经覆盖成都、上海等十
几个城市。与网红打卡地相比，他更
喜欢市井街巷。他曾经一个人骑共
享单车绕成都一圈，“天府之国”小
巷里的烟火气深深印在了少年的脑
海里。
  一村重教，人才辈出
  7 月上旬，周楼村党支部召开
了会议，村集体尽管不富裕，村里
决定还是要拿出一部分收入，为考
上大学的本村学生颁发奖学金。这
个110 户 400 余人的小村，对教育的
重视闻名全镇。
  “我们村历来重视教育，老支
书干了30多年，年年在大喇叭上苦
口婆心地劝大伙儿要注重培养孩
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村
里走出了很多博士、硕士生，今年
又出了一个好苗子。”周楼村党支
部书记陈洪泉言语间充满自豪。

高考后，他和父亲

去了不同的工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侯昌明 周亚东

有激励有目标，学习更有劲儿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刘瑞华 刘晓翠

父亲卖书，母亲教书，儿子读书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通讯员 杨立元 丁梦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