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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看见孩子们捧
着鲜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开
心满足的模样，我的心里就会
涌出一阵酸涩。我好渴望，那些
录取通知书有一张写着我的名
字，让我得以圆魂牵梦萦了几
十年的大学梦。

屈指算来，那已经是几十
年前的事了。

二十六年前，我们一家人
住在离县城很远的鸡公山下。
父亲当时在五爱村小教民办，
他希望我们兄弟发奋读书，争
取将来离开那个偏僻的乡村，
到城里去工作和生活。然而我
自小贪玩，痴迷滚铁环、翘杏
核、折纸板，对读书却没有多大
兴趣。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在我八岁那年，他根本不顾
我的感受，撵了几道田埂，把我
夹在腋下拽进教室，开始了我
十二年的上学生涯。说也奇怪，
原本讨厌上学的我，上学后却
对阅读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
想来，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网
络，在文化生活严重匮乏的乡
村，对于好奇心浓厚的孩子而
言，读书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瞭
望世界的窗子。那些日子里，虽
然条件艰苦，我们冬天穿着单
衣，夏天打着火把上学，秋天在
寒风中发抖，但是因为有书看，
我的心里始终充满暖意。

自上学开始，父亲便常常
在我耳边絮叨，要发奋努力，争
取考上学，跳出农门。

为了让我们考学，父亲对
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经常因
为考试成绩惩罚我。特别是小
学六年级那年，我的数学成绩
始终在八十分左右起伏，皮肉
之苦便成为我的家常便饭。父
亲一向严厉，我们是不敢还嘴
的。他生气时，我们自己去拿一
条板凳过来放好，把木棍摆好，
然后自己乖乖躺上去，等父亲
打我们，不能哭，还要一下一下
记数，打够多少为止。古语有云

“黄金棍下出好人”，像我这般
顽皮的孩子，几乎就是被父亲
打着长大成人了的。

渐渐地，我有了一个镀金
的梦想，那就是要努力考上大
学。当时最时髦的是考中专和
考师范，父亲也希望我走这条
路，然而我一心想上大学，我为
自己拥有这个梦想而热血沸

腾。上初中后，我学习更加努力
了，成绩直线上升，三年里次次
考试都是第一名。那些日子里，
我不舍昼夜，高寒冻不住我、逆
流挡不住我、黑暗吓不倒我，我
感到大学正在前方向我招手。

然而现实总难遂人愿。一
天深夜，父亲把我叫到身旁，摸
着我的头，说家里的经济根本
无法送我上大学，还是读师范
算了。看着父亲满脸的沧桑和
无奈，我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人生的道路很多，然而我明白，
我的大学梦从此远去了。

初三毕业，毫无悬念，我的
第一志愿不是上高中考大学，
而是选择了渠县师范学校。虽
是无奈，却也有期待，毕竟是另
一种生活的开始。

1989年8月15日，是我一
生最难忘的日子。上午9：00左
右，我正在村头槐树下打柴火，

“——嘀呤呤”，突然响起一阵
自行车铃声，邮递员轻快地驶
来，喊我去领取录取通知书。我
的脑中“嗡”的一声，刹时满脸
涨热，急切地跳起来，飞奔过
去。我收到中师录取通知书了，
乡亲们闻此喜讯，也从四面八
方围拢过来，不断地鼓掌——
一只鲤鱼终于跳出了龙门！

在大家的恭喜声中，我晕
呼呼地打开鲜艳的录取通知
书，十二年的苦读时光、挑灯夜
战的艰辛从眼前一晃而过。辛
苦总算没有白费，我终于打开
了那条通向山外世界的道路。
母亲虽然不识字，她捧着我的
录取通知书仔细端详，眼眶里
泪花闪动的模样，永远刻在了
我的脑海中。

如今人到中年，青春的脚
步渐行渐远，昔日里那个青涩
的小男生早已在岁月的洗礼中
变得坚毅沉着。师范毕业后，当
教师，到机关，我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的大学梦。这些年来，我的
大学梦就像一面旗帜呼啦啦地
响，无论何时，都令我热血沸
腾，脚步永远停不下来。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再
与我的大学相约，刻苦攻读，上
一次心中无限渴望的北大清华。
只是一切都成为过去，许多喜怒
哀乐都被时间封存，唯独那一张
录取通知书，红艳艳的，这么多
年过去了，如在眼前——

1996年的那个夏天，
对我来说，应该是人生中的
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个夏
天起，就像我的班主任吴老
师说的那样，以后我可能就
会穿上“皮鞋”，而不是穿

“草鞋”了——一纸四川省
宣汉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将
一个乡村少年的命运彻底
改变。

记忆中，时间才到那年
三月，吴老师就在黑板右上
角挂起了中考倒计时牌，那
个做工粗糙的木牌子，就像
一柄利刃，将我们的学习时
间越削越少。也许是为了给
我们鼓士气，也许是担心我
们累着就会停滞不前，吴老
师总会适时地在讲台上用
一种近乎演讲的气势，声如
洪钟，说，要努力，不要懈
怠，这关系到你以后是穿草
鞋还是穿皮鞋的问题。尽管
他的演说常会引来一阵阵
大笑，但在他的鼓舞之下，
挑灯夜读的人越来越多，当
然，也包括我。

到了六月，同很多同学
一样，我也有了一丝难以名
状的紧张。而一向要求我们
不要懈怠的吴老师，却出人
意料地对我们说，放松放
松，多休息，莫点起蜡烛在
教室，折腾个啥呀，把觉睡
好，耍好。大伙儿嘴上虽说
要得要得，但仍不忘带着手
电，钻进放有不少资料的被
窝里，苦读。

大概是六月中旬，我们
在老师带领下，浩浩荡荡前
往县城，参加中考。记忆中，
考试的那个早晨，在去往考
场的路上，大伙儿出奇地平
静，没有人说一句话。到了
考场，也一样的静，见到的
全是严肃的监考老师和满
脸紧张的考生。试卷发下来
了，大家开始答题，我知道，
那一刻，我周围那些考生，
也许都同我一样，内心不可
能真正的平静。因为那时，
从笔尖流淌出来的，不只是
考卷的答案，也许，是能否
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考试结束，便开始了一
次漫长的等待。虽然在与同
学们对过考试答案后，觉得

自己考得还不错，但结果毕
竟还是个未知数，我的内
心，开始承受一种莫名的压
力。尤其是看到日渐憔悴的
父母焦虑的眼神时，那种压
力，渐渐变成一种内心的煎
熬。

七月底，从村支书家的
高音喇叭里传来好消息。那
天，周书记在喇叭上，扯开
嗓门大声说，一社的老刘，
一社的老刘，快来领快件，
是邮局送下来的，是你儿子
的录取通知书，快！那一刻，
我分明看见，在院子里晒玉
米的父母，他们的眼里，有
泪花在闪动。我看见，母亲
揩了一下眼角，猛地推了推
父亲，说，莫晒了，搞快些，
去把录取通知书拿回来。然
后，她老人家不知是哪儿来
的那么大力气，边说着，笑
着，边将一口袋重约百斤的
玉米籽，一下子就抱了起
来，倒进粮仓里。

父亲回来了，是跑回来
的，边跑边说，你家伙还可
以，考的是统招，节约了八
千块的委培费哟。那一刻，
我会心地笑了，当我看到写
有我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时，
我忽然也有一种想哭的冲
动。我知道，这绝不是伤心，
而是激动，是一种付出了辛
劳再得到了回报时的无限
感动。

那天晚上，母亲开始为
我收拾行李，她将我外出求
学这种短暂的分别看成了
一种很悲壮的离别。她边收
拾衣物，边不住地揩眼角，
说一些重复了上百遍的嘱
托，要吃饱，别冻着，钱不够
就说，莫惹事，多努些力等
等。我边嗯嗯地答应着，也
边不住地揩着渐渐湿润的
眼角。

八月，院里那棵桂花树
开始飘香，我也在亲人的送
别中，开始了外出求学的历
程。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当年那些升学的压力和考
中后的喜悦，也早已在记忆
中渐渐淡去，但每每想到那
年夏天的点点滴滴，内心最
柔软处，总会被轻轻触动。

在中国，几乎每家每户都把孩子的
高考看得很重。每年高考结束，对于来
自所填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管嘴上说
与不说，心底大都是极其渴盼的，等待
的过程，用望穿秋水形容实不为过。

十年前，也就是2006年那个夏天，
我带着差几分上重本线的考试结果作
别母校达高中，回家静候大学通知书。
志愿是随性填好了的，齐刷刷的目标全
是师范，那是我长久以来的憧憬与喜
欢。小学老师对我好，初中老师对我好，
高中老师也对我格外关照，我的语文老
师都很有才——好吧，我的第一志愿可
是汉语言！

高考结束，很多同学都外出旅行，
我家里经济不允许。我想去打工挣钱，
妈妈说我到饭店会打烂盘子，发传单肯
定会晒到不行。所以，我只好跟着妈妈
早起晚归看菜摊子，生意空闲的时候看
看书，日子如往常一般流逝。等待啊，等
待着，枯燥又煎熬。渐渐地，我的心情越
来越差，看谁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发火。
这期间，妈妈偶尔会提及录取一事，比
如考不上怎么办，但又怕加重我的负
担，所以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的，欲言又
止。

寒门读书十二年，考学希望一家
盼！后来的后来，大概是七月底吧，盼望
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是一
个邮递员，亲手送到了在外干活的爸爸
手里！不善言辞的爸爸别提多高兴了，
急忙赶回家，进门就喊我姐姐拆。记得
那一天，爸爸多喝了两杯酒，妈妈走路
都生了风，眼里对我全是欣慰的目光。
那一刻，我默默地感动着，只恨自己考

得不是太好。
结果，生命中的宏大趣事发生了。

“不是报的成都吗，妹妹，怎么地点在南
充啊！”姐姐惊呼起来。啊噢，我傻，我真
傻，我抢过姐姐手里的通知单，懵圈。记
得填志愿时，是好友胜利喊我填西华
的，因为她也要去那儿。后头我越想越
不对，总觉得差了什么，于是我自己去
招办添了俩字——“师范”，恕我那时根
本没注意西华师范在哪里……后来的
结果，就是多了这两个字，我离家近了
几百里。

时间演变，当我日渐热爱上南充那
所学校那片土地，我又觉得，有些东西，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们所要做
的，就是面对每一次的追逐与挑战，能
够敞开心怀，平静地，接受它们的到来。
莫执拗，少埋怨，各种花开，皆能风景。

正值7月上旬,刚刚送满的高三学
生还在通过微信或QQ向我询问着,

“老师老师，志愿是填好了，只是不知道
通知书什么时候来?”“等着吧，紧张
吗?”“有点”“还好”“不紧张”“应该没问
题”“顺其自然呗”“大不了复读重来”

“别担心，我很有信心”“您那会儿
呢”……我很欣慰，比我晚十年参加高
考的孩子们，总体比我们那会儿多一些
放松与坦然。他们还一个个逗趣地分享
与抱怨说，其实更紧张的，是家长们而
非他们本人。这些孩子啊，习惯了恕己
与看开。这样好是不好呢?

是啊，毕竟他们毕业的今天，世界
发展更多元，前进道路更广，说到退路
也会更宽，倒不必拘泥在高考这一条梦
想之路上了。

又是一年毕业季，莘莘学子们
将陆续领到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
书，向人生的理想迈进一步。一纸
录取通知书，牵动多少学子和家长
的心灵！对我来说，二十三年前领
到的中师录取通知书对自己影响最
为深远。

从小学起，我以优异成绩被学
校一些老师、领导赐予“学习冠军”、

“大学苗子”等称号。父亲有时会自
豪地说：“等你考上了大学，我要宴
请所有亲朋好友来祝贺！”这对我来
说，简直是莫大的鼓舞！然而，初
中毕业之际，我却在报考第一志愿
栏填上了“中师”，这让周围很多
人不解，因为他们都觉得以我的学
习成绩，完全应该念高中上大学，
读中师太埋没人才了。父亲也劝过
我改志愿，但我似乎很坚定，父亲
就不再坚持——正如生活中很多事
情一样，他不会强加我不乐意接受
的，总会给我适度的空间！到现在
我已做了父亲，才明白父亲当年能
做到那样是多么不容易！

说起自己那时想考中师当教
师，也许是当教师的父亲深深影响
了我，也许是学生时代自己所遇到
的老师都那么可亲可敬，也许是那
时的我便体会到了教师职业的崇高
意义，也许……总之，在那时我能想
到的职业中，我认为教师是最适合
自己的。于是，带着憧憬，也带着执
拗，我报考了中师。那时，我似乎没
有过多考虑父亲的感受。在那个时
代，孩子能考上大学，父母会多么荣

耀，然而父亲最终还是理解、尊重了
我的选择。我清楚地记得，当他打
听到我的中考成绩回家时，在楼下
远远地便朝我们挥手报喜，全家也
为我取得的优异成绩而欢喜！不
久，我接到了师范学校发来的录取
通知书。不知怎地，面对录取通知
书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面临的
是两难的选择了——如果我选择了
中师，父亲一直以来对儿子圆梦大
学的期许就完全落空。都说“志当
存高远”，读中师会不会前途黯淡？
我纠结着，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抉择
的艰难！

暑假结束了，我不得不作出决
定。而我最终选择读中师，父亲和
家人也没有反对。带着这沉甸甸的
中师录取通知书，我踏上了新的求
学之路！中师毕业，我便回到家乡
任教，到现在已整整二十年了。其
间，许多同学、同事转行了，但我坚
守了下来。我用我的行动为我当初
的选择作了最好的注脚！

回首往事，不禁想起弗罗斯特
的诗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
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
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人生总要面
对选择，有选择便有放弃。选择时
也许不容易从容，但选择一条路后，
就应从容地走下去，你肯定能看到
沿途美好的风景，实现无悔人生！
而未选择的路上的风景，就留着我
们去憧憬、去设想吧，这就是生活！

近些年，在我的老家开江县回
龙镇锁口庙村，出现了一股打工热。
因为乡村还比较贫困，因为打工可
以挣到钱，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到
全国各地去打工了，人们对读书不
再像以前那般狂热，一些人甚至认
为读书没多大作用，还举了某某某
读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或者最后也到
了工厂打工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
点。小时候不懂事，听别人这么说，
我居然也懵懵懂懂地信以为真。

2004年，妈妈因为生病在家休
息，同时照顾我读书。两年多后，妈
妈病情好转正准备外出打工时，外
婆又得了胃癌。当时才15岁的我，看
到家里的境况，加之认为读书早晚
也要打工，不顾妈妈的劝阻，放弃了
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同村几个小伙
伴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准备去
闯出点名堂来。

到了广州，才发现世界之大，远
不是我能够想象的。由于年龄小，没
有工作经验，找工作处处碰壁。后来
在一个老乡介绍下，我终于进了一
家工厂，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
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一天下来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这哪是打工啊，
简直就是卖命。然而事已至此，后悔
无用，那些日子，小个子的我每天晚
上都只能躲在被窝里哭泣。

我也想过不干，但自己既没有
文凭也不会技术，想找一份更好的
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这样，我一
干就是两年。这期间，我一直在努
力，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
踏入隆昌幼儿师范学校学习。现在
想来，那是一次改变我命运的决定。
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的眼泪
不停地往下流，所有的委屈和苦痛，
化为嚎啕大哭。从那时起，我便在心
中发誓，只要有机会学习，我一定发
奋努力。虽然学习也苦，但比起打
工，实在是太甜蜜了。

之前艰辛打工经历，让我更加
明白有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学习起
来比其他同学更加努力。隆昌幼师
十分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除了上
课之外，其余时间我都是在舞蹈房、
钢琴房度过的，心无旁骛，百折不
挠。每次考试，我在班上都名列前
茅，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时间如
白驹过隙，转眼间，我拿着“优秀毕
业生”奖证学成毕业，再一次踏入了
社会。

2011年，我回家乡参加事业单
位招聘考试。报名后，我每天早上六
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认真复习
考试内容。经过半个月努力，在笔试
和面试的重重选拔之后，我过关斩
将，成功考取了教师编制，终于守得
云开见月明。

每个人进入社会后都会遇到这
样那样的挫折，但挫折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举手投降。因此，
我们要摆正心态，正确面对挫折，把
每一次挫折当成改变自己命运的一
次机会。不要安于现状，要积极行
动，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这段时间，对
于刚参加完高考的
学子们来说，填报
志愿是一件特别艰
难的事。填高了，
怕录不上；填低了，对不起分数。为此，无数大
人和孩子成天泡在各个学校和专业间，做对比，
做分析，期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高考的过程，每一个节点都很重要。如果把
所有过程都走过来了，而且看起来还不错，但是
到最后整个录取过程都结束了，你还查不到相关
信息，那是个啥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体会得
到。几年前，我和女儿就经历过，属于她填报的
一类学校录取结束时，所填志愿学校都查不到任
何信息，失落的心情和复杂的念头不是几段文字
可以描述的。记得有天晚上，我失眠了，埋怨自
己帮孩子填志愿时没填好，耽误了孩子，好像女
儿读了十几年的书竟然没个结果，高考的辛苦也
白费了。所幸过了一段时间，在征集补录中，孩
子最终被录取了。

我自己没经过高考，三十年前经历过中考，
就是初中毕业考中师中专。那时的中考录取比
例，应该要比现在的高考不知道低多少吧。作为
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很多人的理想就是希望考
上学跳出“农门”端个“国家饭碗”。那时没有
现在这样的讯息畅通，中考结束回到山上的老
家，外面的世界基本上就跟我没多大关系了。中

考结束，每天我就
和爸妈一起去庄稼
地里干活，因为倘
若没得录取结果，
基本上干农活就是

我终生的职业了，所以这也许可以算作是实习
吧。

记得那个夏天的一个晌午，我依然和爸妈在
地里做农活，一个赶早场回来的同乡老远就呼喊
我爸，叫去邮局取信。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反应，
但我爸却立即放下锄头跟我妈说：“我马上去街
上。”我妈当时竟然什么也没有问就答应了。平
时上街往返接近四个小时，我爸那天不到两个半
小时就赶回来了，不但带回了我的中师录取通知
书，还买了一块肉回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爸
妈其实一直在等待，虽然我那时也期待着会有个
好的结果，但跟爸妈的期待比起来，真的是差得
太远了。天下间所有的父母，谁不希望孩子有个
好的前途啊。

如果当年我没有被录取，也许会去读高中，
也许在高考中被录取，也许继续落榜回到农村种
庄稼，也许后来加入打工大潮……

可惜人生没有那么多也许。谜底未被揭晓之
前，各种结果都会有可能，各种结果都要去面
对。而且现在也终于明白，无论是什么结果，你
都可以在那个节点选择一条路继续走下去，并且
走得更好。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
——我市教师回忆自己当年考学的故事

记得那年锦书来
�达州市第一中学 冯超�

选择了就勇敢走下去
�开江县甘棠初级中学 文华丹�

一次改变命运的决定
�开江县拔妙小学 乔妮娜�

鲜红的录取通知书
�渠县教科局 刘逊�

那一个难忘的夏天
�宣汉县柏树镇中心校 刘德刚�

等待是一个煎熬的过程
�达川中学 杨华�

2016年招生专业：汽修、建筑施工、数控（模
具）、机电、电子商务、电子技术、计算机、会计（含电
算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与制作

学费全免，欢迎来校参观考察！
咨询电话：0818-2652911网址：www.scecs.cn
地址：达州市达川区南外三里坪红绿灯口

（农贸市场）右行200米

国家级重点中专 省属公办学校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四川省粮食经济学校）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

报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川工
商达字）登记内备字[2016]第001754
号”，拟注销“达州市戴伊辉腾商贸有
限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
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金山
后街12号 联系人：刘鑫

电话：18381855999
达州市戴伊辉腾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7月9日

清算公告
李晓松同志：

你于2006年10月12日同我公司
签订《保留职工身份协议》后离开单位，
但2007年10月11日保职期满后你既
未到公司续签《保留职工身份协议》，也
未续交保职费用。公司已于2013年
11月26日向你发出《关于续签保留职
工身份协议有关事项》的通知，仍未收
到你的任何回音。我公司又于2016年

5月3日在《达州日报》已进行通知，限
你在通知之日30天内回公司申请上
班，现通知期满，你仍未回复任何信
息。我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四川省
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三项制度改革要求
和公司管理制度，于2016年7月8日
对你正式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

特此通知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

龙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7月9日

通 知
郑章清同志：

你于2005年12月15日同我公司
签订《保留职工身份协议》后离开单位，
但2007年12月14日保职期满后你既
未到公司续签《保留职工身份协议》，也
未续交保职费用。公司已于2013年
11月26日向你发出《关于续签保留职
工身份协议有关事项》的通知，仍未收
到你的任何回音。我公司又于2016年

5月3日在《达州日报》已进行通知，限
你在通知之日30天内回公司申请上
班，现通知期满，你仍未回复任何信
息。我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四川省
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三项制度改革要求
和公司管理制度，于2016年7月8日
对你正式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

特此通知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

龙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7月9日

通 知

2016年达州高考文科第一名杨贵龙与老师一起商量志愿填报。（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