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丽 2015 年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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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季， 那段属于考生的特

别记忆又回来。“是高考让我从大山中走出

来，实现了做记者的梦想。 ”梁丽芳感谢高

考给了她一个实现梦想的路径。

邵阳绥宁县被誉为 “神奇的绿洲”，森

林覆盖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梁丽芳的家就

在那片森林的深处， 与外界相连的只有一

条坑洼不平的黄泥路。

小时候，除了上学，她就是放牛、扯猪

草、做家务，没有看过大山外的世界。

“要不是电视机的出现， 我不会梦想

成为记者。” 梁丽芳说， 她会和村里其他

孩子一样， 读完初中便回家务农或南下打

工。

7

岁那年， 她家里买了村里的第一台

电视机。 从那个

17

英寸的屏幕里，她开始

浅浅地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 同时打开了

造梦的潘多拉盒。

“从那时起，老在内心设想，如果自

己能成为一名记者该多好啊。”梁丽芳回

忆说， 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爸妈对

她说，想走出大山，只有一条“捷径”———

努力读书，考上大学。

然而，这条“捷径”放在偏远农村，注

定无比艰难。

梁丽芳回忆说， 她是以乡中学前几

名的成绩考入县城绥宁一中的， 可第一

次月考就落到

43

名。“曾经的自信，碎了

一地。”梁丽芳记得，基础薄弱的她，不管

怎么努力，都跟不上学习进度。

1999

年第一次高考， 不出所料，她

名落孙山。

对她而言，这次打击太大了。 随后，

梁丽芳随远房亲戚去了北京，做保姆。

可到了北京， 所见的一切又让她燃

起了斗志。 “在北京海淀区，到处都是高

校，随便走进一个大学校园，看到的都是

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梁丽芳向他们

投去羡慕的目光。

“不甘心的我，毅然决定回去复读。 ”当

时弟弟生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复读无疑

是雪上加霜。 “我真的要感激我父母，他们

四处筹钱，将我送进了复读学校。 ”

梁丽芳背水一战，搞题海战术，没日没

夜学习。 凌晨五点起床，背英语单词，晚上

熬到

12

点，宿舍熄灯后点上蜡烛，只为解

开一道数学题。

2000

年

7

月

9

日上午，考完最后一门，

她走出考场，望着天空，如释重负。

皇天不负有心人， 她如愿考入大学 。

“我填写的高考志愿，全是新闻专业。 ”梁丽

芳说。

2004

年， 她很幸运地成为了衡阳电视

台的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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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她一直不忘初心，

怀揣着新闻理想，行走在新闻一线。

梁丽芳始终相信 ，“只要心中充满梦

想，并一直为之努力，就一定有梦想绽放的

那一天。 感谢高考！ ”

\�1979年考生 \

高考是射进灰暗人生的一束亮光

■文 / 图 本报记者 金明达

1979

年参加高考，从一名小学毕业生

成功“变身”一名“百里挑一”的大学生。 王

建设说，在拿到成绩单那一刻，就像灰暗的

生命突然开了个小孔， 让他看到了塌方隧

道尽头射进来的那束亮光。

因为历史原因， 王建设小学毕业就被

迫辍学， 开始学工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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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成为江东

玻璃厂的一名玻璃吹制工人， 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高温熔炉旁用手工吹制玻璃器具。

“每天工作非常辛苦，几乎感受不到年轻人

应有的快乐。 ”王建设说。

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小学辍学的

王建设仍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当得知国

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异常兴奋，认为这

是一个可以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好机会。

1975

年开始，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美术和文化知识。

1977

年恢

复高考第一年，他忙着埋头复习功课，没有

报考。

1978

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报考广

州美院，可惜名落孙山。

1979

年，他终于

顺利地考入了衡阳师专艺术科。 这年

9

月， 他离开了生活几年的工厂，“生活终

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

“现在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那时候

高考虽然只考语文、 数学、 政治三门功

课，但很多书店都找不到复习资料。 ”王

建设回忆，当年，书店里绝大多数是政治

类书籍，想买文化类书籍必须“找关系、

走后门”， 他找到一个在书店工作的朋

友，才买到了与高考相关的复习资料。

让王建设记忆犹新的是， 当他顺利

考入衡阳师专，成为一名大学生后，周围

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眼睛里散发出来

的都是崇拜和尊敬。 ”

“那时候的大学生， 真是百里挑一，

甚至是几百挑一， 当时我所在的江东区

机关大院 ， 就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

学。 ”王建设微笑着说，那时候他不但成

为父母眼中的骄傲， 亲人朋友都主动登

门拜访，逢人就夸他聪明懂事，要自己的

孩子多向他学习。

相比现在大学高额的学费， 王建设读

大学不但没花一分钱 ， 还有一份固定工

资。 “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 只要有

7

年

工龄， 考上大学后， 每个月都有原来百分

之百的工资。” 王建设回忆， 他读大学时，

每个月有

27

元

5

角的工资 ， 虽然看上去

很少， 但在那个年代， 已经可以维持一家

人的生计。

大学毕业后， 恰逢改革开放初期， 各

行各业百业待兴， 大学生是当时最高层次

的人才 ， 连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都不惜

“三顾茅庐”。 大学毕业后， 王建设在市三

中当了两年老师， 后调入雁峰区计生委。

没过几年， 他就被提拔当了干部， 后来还

担任了雁峰区司法局副局长至退休。

“参加高考就像发生在昨天 ， 是高考

将我的人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 回

忆峥嵘岁月 ， 王建设感慨说 ， 他是幸运

的， 是高考的 “春天”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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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考生 \

高考让放牛娃“变身”一线记者

\�2015年考生 \

高一“垫底”高三成功“逆袭”

■文 / 图 本报记者 金明达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我靠自

己的努力， 改变了我的人生。” 王丽是南

华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大二女生， 她高中毕

业于邵阳市隆回县第二中学， 高一成绩曾

在全年级垫底的她， 靠着自己一点一滴的

努力， 最终成为一匹 “黑马”， 考上了南

华大学。

“隆回县是贫困县， 我的爸爸妈妈虽

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但他们从小教育

我，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王丽说， 从小

到大， 她都算不上聪明 ， 但读书非常努

力， 正是凭着自己的刻苦， 才顺利考上了

全县为数不多的重点高中。

王丽回忆说 ，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事

是 ， 高一有一次考试的成绩排在了年级

1500

名学生中的第

1265

名， 可谓是全校

的垫底生。 但这次失败， 没有让她一蹶不

振， 反而让她更加努力， 每天坚持凌晨

5

点半起床，

6

点记单词、 背课文， 下了

晚自习， 别人都睡觉了， 她还要在教室

多做两道数学题。 就是依靠这样一点一

滴的积累， 王丽的成绩不断进步， 在高

三一次考试中， 最终取得了全年级第三

的好成绩。

王丽在高中是一名美术专业生， 为

了减轻家里经济压力 ， 她主动放弃专

业。 随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凭着自

己加倍的努力， 最终考上了大学。

“我的高考备考方式有些特别， 就

是不断的给自己打 ‘鸡血’。” 王丽笑

着说， 高三那年， 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

都特别大， 为了让自己有信心能考上好

大学， 她除了每天晨跑锻炼体魄外， 还

一边跑步一边大声呐喊， 给自己加油鼓

劲。 每晚睡觉前， 还会站在镜子面前，

对自己微笑， 鼓励自己明天会更好， 虽

然这些 “心理暗示” 有些可笑， 但是成

功帮助她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 也最

终帮助她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对于高考的遗憾 ， 王丽直言不讳地

说， 对于她这种出身农村的孩子， 高考填

志愿实在是太难了。 “我们用了三年的时

间来学习怎样考试， 却必须用三十天来自

学填志愿， 本科的分数线是确定了， 但是

各高校、 各专业的录取线都是未知数， 学

校只给了我们两本书， 一本高校介绍， 一

本各高校开设具体专业。” 她认为， 这是

接下来高考改革也必须关注的一点。

“高考过后 ， 就是碧海蓝天 。” 王丽

说 ， 以前她的心里总萦绕着这句话 ， 但

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 ， 她慢慢发现高考

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 虽然从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她的命运 ， 但未来的挑战

还有很多 ， 她还将面临许许多多的转折

点 ， 而高考教会她的 ， 是永不放弃的精

神 ， 和敢于挑战的勇气 。 “只有不断超

越自我， 才能实现真正价值”。 最后， 王

丽笑着说。

王建设 1979年考入衡阳师专

梁丽芳 2000 年考入吉首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