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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故事

离京高考
从成绩出色变成

全班垫底

6 岁那年，一列呼啸的
火车将毛毛的故乡、山东济
宁抛在了 1000 多里以外。
自此，她的生活同填在户口
本“籍贯”一栏上的那座城
市逐渐割裂。她没有想到，
10多年后，原已全然陌生了
的故乡，再度以一种“强硬”
的姿态出现。

2010 年，毛毛在通州一
所中学上高二，成绩出色，
在年级排前几名。学期快
结束时，老师提醒她，由于
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她不
能在北京考试。

“以前从没想过她不能
在北京参加高考。”妈妈焦怀
玲上世纪90年代来京，有北
京绿卡。毛毛虽不是北京
户口，但上学不用掏赞助费，
小升初、中考都在北京。

由于高三还有几门会
考，直到高三下学期毛毛才
到山东找了一所学校准备
高考。她的成绩有生以来
头一次在班里垫底。

焦怀玲看了毛毛的课
本，发现虽然内容差不多，
但很多东西在北京属于“可
学可不学”，在山东就变成
了必考内容。毛毛说，她拼
命地追赶班里的同学，可是
追不上。

焦怀玲记得，毛毛问过
她一次：“妈妈，能不能把我
的户口弄到北京？”她只问
过这么一次。

2011 年，焦怀玲同几名
家长一起数度奔走教育部和
北京市教委，呼吁解决异地
高考问题。同年6月，毛毛在
山东参加高考。8月，毛毛回
到山东，准备复读。

复读之路
父亲关掉北京公

司专程陪读

8 月盛夏，一家人匆匆
赶 回 济 宁 寻 找 复 读 的 学
校。由于在当地没有找到

合适的学校，济宁一中的老
师推荐她到曲阜复读。

焦怀玲和爱人的事业都
在北京，在当地没有亲戚，因
此一度决定让毛毛找一所寄
宿的复读学校。她没想到，毛
毛一听就崩溃了，哭着说不
想一个人在陌生的山东，她
说这是“炼狱一样的生活”。

爸爸心疼女儿，关掉了
自己开的快递公司，到曲阜
租了一间房子陪毛毛读书，
专职照顾她。留在北京工
作的焦怀玲每个月都要抽
空往曲阜跑一趟。

焦怀玲算了一笔账，去

年为毛毛回山东高考家里
花了 1 万多元。之后复读
的一年，光租房的钱又花了
近1万元。

期待回京
想上中央财经大

学，学财会

昨日，离最后一门考

试结束还差半个小时，焦
怀 玲 和 爱 人 守 在 位 于 山
东 的 考 场 外 。 一 家 人 已
经买好了回京的火车票，
是明天的。

这一年因为压力大，
毛 毛 有 些 暴 食 ，变 胖 了 。
脸上萌出了许多青春痘，
整天郁郁寡欢。

看到火车票时，毛毛
笑 了 。 那 笑 脸 刺 痛 了 妈
妈，“孩子太可怜了。”焦
怀玲说。

复读一年，毛毛在班里
的成绩已经是前 3 名了。
但焦怀玲说，她模考的成

绩是 560 分，而考回北京，
“600 分以上才有希望。”她
的愿望是考回北京，想上
的学校是中央财经大学，
学财会专业。

北京，对于18岁的毛毛
来说，从一个现实，变成了
一个理想。

新京报记者 温薷

教辅专家
选择教材家教老

妈一手安排

在郑森眼里，做 IT 行
业的妻子李悦也是一个资
深教辅专家。语数外哪类
教辅资料好用、通过什么途
径找有实力的家教，李悦了
如指掌。童童所选择的学
习班、家教、教材都是妈妈
一手安排的。

李悦之所以要为孩子
量身定做“教育套餐”，源于
一个中产家庭的教育培育

计划：上清华。
清华，距离在上地住的

李悦一家驱车不过30分钟，
但是，“儿子要想进去，3年时
间，一分钟都不敢浪费”。在
人大附中读高中的童童数
学、英语不错，语文略差。

高一高二，李悦给童童
请了一对一语文家教，每周
六晚 7 时至 9 时，两个小时
500元。两年，光语文一科补

习花费超5万元。高三，童童
喜欢在学校老师的辅导下自
学，李悦没有强制，但偶尔也
会为孩子找校外学习班。

3年来，李悦常上一些教
育网站，总不失时机地为儿
子订上一两套教辅套餐。“儿
子拔尖的成绩，多少与我这
个教辅专家沾点关系。”

租房生活
月租 5000 元，吃

喝全满足

到外面租房住！果断

的决定。
上地一小区，一套96平

米的三室一厅是李悦的家，但
3个月来空无人烟。

3 个月前，为了能继续
为儿子高考“催肥”，郑森和
李悦一致认为应搬家租住，

“至少让他既不耽误学业，
又能吃到一口家常菜。”俩
人在距离人大附中不远的
一个小区找了一个两室一

厅 ，租 金 每 月 5000 余 元 ，
“儿子住一间，我们住一间，
儿子想吃什么我们就给他
做什么。”

此前，童童和大多数学
生一样住在人大附中，6 人
一间的卧室在李悦看来已
经相当不错了，但夫妇俩还
是不放心，“儿子喜欢开着
台灯独立学习，住校时晚上
能安静学习吗？”

租住时光，排骨、鱼汤、
青菜……李悦变着花样做，
童童吃得有滋有味。晚上，
如父母所愿，他能开着一盏
台灯，独自复习到深夜。

“挪窝”之后，李悦和郑
森的上班出门时间提前了
40分钟，“公司都在上地，现
在的家，远了。”

填报志愿
选择医学，第一次

“不听话”

“高考！高考！考生是
孩子，也是家长”，童童在考
试时，郑森和李悦自语道。
李悦说，一年来，她的生活
几 乎 完 全 是 围 着 高 考 转
的。回忆童童的中考时光，
李悦两手一摊，“那时候我
和老公该干啥干啥，哪有什
么压力。”

高考也悄然改变着家
庭成员的“地位”。自李悦
成为教辅专家后，地位明显
提升，生活中爱做主的郑森
成了配角，“老婆一句话，让
我开车接孩子，或高考期间
该如何做，我完全听令。”

将近高考时，童童也发
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
化是，“不听话了。”以往童童
的吃喝拉撒等一切事情都由
父母安排，童童完全听从。
但让郑森夫妇意外的是，前
不久填报高考志愿时，郑森
和李悦希望儿子选择夫妇俩
的老本行电子专业，但童童
却固执地选择了医学。这是
儿子第一次“不听话”，但郑
森和李悦心里格外高兴。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异地复读生
回京成梦想

故乡济宁，这座被称为运河之都的城市，对18岁的女孩
毛毛（化名）来说，只是暗红色户口本上的一个符号。她从来
没有想过，这个符号有一天会刺痛她。

6 岁，毛毛随拥有“北京绿卡”的爸爸妈妈来到北京。
2011年，由于高考户籍限制，毛毛回山东参加高考，随后在
曲阜复读一年。

昨日，毛毛在山东结束了第二次高考。她的愿望是，考
回从小生长的北京。

有一天，毛毛和妈妈聊天，说到高考之后要回北京减肥，要练游
泳。焦怀玲说，家旁边不就有个游泳馆嘛！毛毛沉默了几秒后说：

“我想去远一点的游泳馆，我怕碰到同学。”

■ 镜头

高考这一年
全家总动员

昨日下午5时，人大附中，近千名家长将校门围成一个
圆弧，踮脚等待考生走出考场。金色的阳光扫过家长们的面
孔，花香夹杂汗渍，飘进鼻翼。

郑森和李悦夫妇俩也站在人群里。一个高高瘦瘦的身
影第一个走出校门，俩人没在意，不断向后面的学生望去。
身影在俩人面前停下，一把搂住李悦的脖子，“妈妈！”

“呀！童童（化名）。”郑森和李悦先惊后喜，“你咋第一个先
出来的呢……”

■ 镜头

童童爱好音乐，5岁开始练琴，目前已经达到钢琴八级、电子琴九
级的水准。但上高三后，李悦再不允许他弹，“高考看的是成绩，弹琴
弹不出成绩来”；童童喜欢打游戏，但因为高考，同样被禁止。

昨日，人大附中考点，一名考生在高考结束后与父母合影。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