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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县”
高考之惑

囊空如洗也要陪读

! ! ! !还有不到 !天，就是决定会宁
全县 "#$!$名 $#"%届高考考生命
运的时刻，这座“西北教育名县”，此
刻也进入了最紧张的状态。

$#"$年，会宁县考生的专科上
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
""*!!名考生，最终有 &%&$人进入
大学；会宁当地高中阶段的毛入学
率，也早已达到了九成以上。

考出去，是 %#多年来会宁人认
定的唯一出路。又是一年高考时，记
者走进这座黄土高坡上的“状元
县”，探访这些即将高考的苦孩子和
他们的家庭。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

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会
宁一中高三宏志班班主任毛向东经
常用汪国真的这句诗激励班里的
'$名学生。

会宁高考
走出9万多名大学生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贫瘠的会宁

农村，在那里，大地如一位皮肤皲裂
的老人的脸，沟壑纵横毫无生机；在
那里，水质苦咸，庄稼十年九旱，绝收
是常事；在那里，农民最大的愿望是
儿女不要再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
考大学，已成了会宁人的信仰。

如今的会宁县城，物价却已直超甘
肃省会兰州，房价高于其地级市白
银市，达到 +###多元,平方米。毛向
东说，这些楼房买主大部分是当年从
会宁走出去的大学生，他们工作后挣
了钱，买房孝敬农村的父母，“从那些
价格高得可怕的楼房里，你就能够感
受到知识的力量和高考的魔力。这是
我们所有人的直观感受”。

会宁高考能取得如今的好成
绩，官方归结于“三苦两乐”精
神———“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
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依靠
“三苦两乐”，这个小县城从国家恢

复高考以后，一共走出了 &万多名
大学生，最近 "#年，更有 $-人考取
清华北大。

深入骨髓
考大学才能改变命运
在会宁一中旁的东山脚下，坐

落着一排低矮的农家四合院。这里
原是县城的砖瓦厂，厂子破产倒闭
后，员工分割了房子，将房屋略加修
饰就租给前来陪读的家长。如今一
个四合院，通常都住着四五个陪读
家庭，这是当地最有名的陪读村。

"&岁的潘勇，是会宁一中高三

宏志班的学生，他的家庭也是陪读
村中十分特殊的一个。

潘勇和 +-岁的母亲张进秀住
进四合院中的东跨院已经快 * 年
了，老家是离会宁县 "#公里的鸡儿
村。读完小学后，父亲就决定把 "%

岁的潘勇送到县城读书，张进秀则
放弃打工，一心一意在县城照顾潘
勇的起居，父亲在白银市一家公司
开货车跑运输，挣钱养家。
这座陪读屋内摆设简陋，进屋

后是一个简易的厨房，厨房的西北
角是潘勇的木桌。木桌后，一东一西
各放了两张木床。
五年前，潘勇的父亲在运货途

中出了车祸，最终不治。遭遇不幸的
张进秀并没有放弃陪读，更没有让
争气的儿子停止学业，而是一个人
撑起了一个家。但五年来，张进秀并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她觉得，

找一份朝九晚五，能有空照顾孩子
起居的生活太难。母子二人就依靠
老家的征地拆迁款过活。如今，这笔
积蓄近乎囊空如洗。
在潘勇面前，张进秀并没有给儿

子太大压力。但私下里背着儿子，张
进秀却对记者说：“潘勇一定要考
好，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儿子，他
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希望。”
“一旦潘勇没考好，你作什么打

算？”听到记者的问题，张进秀愣了
一愣，说：“那就继续复读！”

复读锐减
家长反思做过头就不好
复读，曾是很多高考失败的会

宁考生的第一选择，但如今，县城里
复读的孩子却正在进一步锐减。
会宁县教育局提供的一组数据

显示，$##&年，会宁共有 "#%+*人
达到专科分数线，但全县只录取了
-&#&人；$#"$年，会宁有 ""+$*人
达到专科分数线，县里录取的学生
却高达 &%&$人。毛向东也有同样的
感受：以前的学生，不考上二本以上
的大学，是不愿走的，现在只要上了
专科线，基本都走了。
三年前，宏志班有一个名叫安江

的学生高考落榜。在高考前，性格内
向的他，成绩一直在班里倒数。落榜
后，他仍选择复读，第一年，落榜；第
二年，考前一个月他无法入睡，依然
落榜。焦急的父亲安继仁把安江送到
兰州的医院进行检查，这才发现儿子
因为压力过大已患有抑郁症。安江不
得不住回了农村老家养病，今年不会
再参加高考；而马上，同在宏志班的
"&岁弟弟安童却要高考。

安继仁深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但大儿子的这场病，却让他有了很
多反思：“不顾一切地供孩子读书对
吗？我现在觉得什么事情做过头都
是不好的。” 广州日报 !武威"

! ! ! !今日早报 国家统计局 - 月
$'日发布报告，$#"$年我国农民
工总量达到 $*$*"万人。

走出家门到大城市寻求更好
的生活，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的选
择。但由于户籍、高房价等原因，很
多外出的农民工没法拖家带口，不
得不和配偶分居两地。于是，在这
个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游走在
伦理和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农民
工中“临时夫妻”的数量可能在 "#

多万，“临时夫妻”这一话题再度引
发公众关注。早在 $##!年，女作家
吴治平在《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
随州视角》中也写道，“‘临时夫妻’
最大特点是不 ./掉自己的配偶，而
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
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在吴治平看
来，“反映在家庭婚恋生活中最为突
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
模式和婚姻生态受到挑战。”

记者的调查也显示，“临时夫
妻”现象在部分地区已很普遍，并
形成群居效应。老乡之间都心领神

会，不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同伴老家
的“那一位”。

在一间简陋但整洁的房间里，
记者见到了一对“临时夫妻”张伟和
陈丽。陈丽坐在床上绣十字绣，一边
的张伟则看着电视。十字绣上面是
五个字：家和万事兴。在陈丽心里，
家有两个，一个远在安徽，一个就在
这里，她没想好，这幅十字绣完成后
挂在哪个家里。张伟和陈丽承认自
己是一对“临时夫妻”，但对于这个
身份，他们内心还是有很多挣扎。
至今，张伟和陈丽在一起已经

+年了，对于外人而言，他们就是
一对再平常不过的小夫妻。但是，
他们两人都不想打破与在老家的
“那一位”的关系，“毕竟已经有小孩
了”，所以维护得小心翼翼。按时地
给家里寄钱，甚至寄得更多，这对张
伟和陈丽来说更像一种补偿方式。
在专家看来，“临时夫妻”出现

的原因是更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
们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同
时，陌生的环境使得原有的在熟人
社会里的道德约束失效。

! ! ! ! -月$+日下午，河南省济源市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市民毕娇驾车擦碰
一小学生，因态度恶劣并踢打受害人
母亲，引发行人不满、围观、砸车。

随后，网上传出毕娇在争执中
声称自己“钱多后台硬”，引发舆论
轩然大波。$!日，记者采访争执双方
当事人及一些目击者，他们均表示
未曾说过、听到过“钱多后台硬”这
样的话。

一起交通事故为何被贴上“钱
多后台硬”标签？为何如此激烈地刺
激公众的神经？

-月$+日，在事发后不久，就有

人在网上发布消息称：面对众人的指
责，毕娇不但没道歉，反而口出狂言：
“知道我是谁吗，我后台硬着呢”，之
后，有人说砸她的车，她说：“砸吧，我
钱多着呢。”于是，事件的焦点立即转
移到了“钱多后台硬”这句话上，并在
网上引发了舆论漩涡，无数网友开始
猜测毕娇的“后台”究竟是谁？

-月$-日"时%#分，济源市公安机
关成立事故调查、案件处理、新闻发
布、应急处突等工作组，连夜开展案
件查处和后续事件预防处置等工作。
调查表明，毕娇驾驶的轿车号

牌系伪造，该车系从济源人卢某手

中借用，此号牌系卢某非法购买使
用。之后，毕娇因涉嫌殴打他人和使
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未随车携带
行驶证、驾驶机动车未各行其道等
行为分别处以治安拘留&日并处罚
款-##元和行政拘留"#天，罚款%"-#

元，驾驶证计"$分的处罚。公安部门
表示，两项处罚分别执行。
为回应舆论关切，济源市公安

局公布了毕娇和她的主要社会关系
以及卢某的身份，显示毕娇"&!'年
生，未婚、无业，家中共五口人，父母
为退休工人，哥哥和嫂子同样为工
人，在其他主要社会关系中也主要

为工人和农民，并无“硬后台”。
对于是否说过“钱多后台硬”这

样的狂话，毕娇情绪很激动，哭着说：
“我用人格、良心说我没有说这话。”

一直在场的小女孩的父亲吴某
说，“在我离开前没有听到女司机说
‘我后台硬’‘钱多着呢’这样的话。”

据当时出警的民警说，他们在
现场没有听到毕娇说这样的话，在
对周围群众进行走访调查时，他们
也说没听到这样的话。截至记者发
稿时，从多方途径并没有找到毕娇
曾说“钱多后台硬”这句话的证据。

为什么“钱多后台硬”这一句被

当事双方都否认说过的话如此激烈
地刺激公众的敏感神经？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教授樊明认为，对于这起事
件，可能是在网络传播中被贴上了标
签，但是这件事反映出老百姓对现实
中确实存在的因为有了官方背景就
可以为所欲为现象的普遍不满。
专家认为，这起事件折射出公

众已经无法容忍任何诸如“拼爹”、
“拼后台”这样的言语和行为，任何
一个诸如此类的导火索都可能引发
民意的强烈不满。这也发出了一个
警示，社会急需重塑公平正义，让老
百姓相信公平正义。 新华社

济源毕娇撞人事件再调查

“钱多后台硬”标签是谁贴上的？

在渴望温暖与婚姻忠诚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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