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已至，静静回首，
这一年，走过风，走过雨；
细细品味，有过得，有过
失。这一年，每个人都满
怀希望，每个人都奋力奔
跑，每个人都想用行动实
现自己的小小愿望……值
此年末，本刊特别策划推
出 2024 年终特刊，聚焦各
类社会群体，一起分享他
们的故事、聆听他们的感
言与心声，意在让每一位
读者在回望中感悟美好、
汇聚力量，在美好期盼中
携手奋进、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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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闹铃准时响

起，“考公人”郝亭的一天开

始了。睡眼惺忪地爬起来，

简单洗漱后，坐在书桌前开

始了一天的学习。

从 2023 年 6 月 毕 业 至

今，郝亭在家备考公务员已

有一年半的时间。考公的

道路漫长而艰辛，期间的孤

独 感 也 是 一 个 巨 大 的 挑

战。而同样接受挑战的，还

有郝亭的母亲薛兵娥。于

薛兵娥而言，女儿备考的这

一年半，她也是一路“过关

斩将”。

一是“后勤关”。刚开

始备考，郝亭便给自己制定

了计划表，每天七点准时起

床，简单锻炼身体，然后听

网课、做笔记，晚上十一点

再上床睡觉。女儿学习期

间，薛兵娥就全力给女儿做

好后勤保障：按时做好一日

三餐，水果、零食也都一应

俱全，让挑食的女儿吃得有

滋有味。

二是“心理关”。女儿

在家备考这一年多，学习的

压力自然不必多说，而作为

家长的薛兵娥，更有着难以

言说的焦虑。“为人父母都

希望孩子大学毕业后能顺

利就业，如今孩子毕业后一

直 在 家 ，时 间 长 了 我 也 忧

心。逢年过节串门时，面对

亲友邻居的关心和询问，更

是不知如何回答。”薛兵娥

坦言，女儿毕业在家考公的

一年多时间里，自己不是没

有焦虑过，但又害怕给孩子

太大压力，只能努力调节自

己的心态，多鼓励孩子。

三是“相处关”。每次

考试临近，郝亭就天天把自

己关在房间学习，和薛兵娥

交流的时间也少得可怜，只

有在饭桌上才能说上几句

话。每次薛兵娥试着寻找

话题时，郝亭总是淡淡地回

应，或者自顾自玩手机。关

心则乱，由于自己唠叨起来

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母女

俩引发的争吵不在少数，每

次都要冷战个几天才肯罢

休。

但除了挑战，郝亭在家

备考的这段日子也让薛兵

娥 感 受 到 了 久 违 的 温 暖 。

“孩子上大学以后，一年到

头只有寒暑假能回来住一

段时间，加上我工作也忙，

母女俩相处的时间少之又

少。毕业后在家备考的这

一年多，她经常会和我一起

下楼散步遛弯，学累了也会

出来帮我干干家务，还教我

使用手机网上购物、线上缴

费，我们渐渐处成了‘闺蜜

’。”薛兵娥的话语间满是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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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天微亮，安静的小

厨房里传出点点细碎的声

音，水管里的水开始流动，

电饭煲开始运作，小菜、碗

筷被整齐地摆放在餐桌上。

坐 在 桌 前 微 微 打 了 个

盹儿，任翠红再度起身，将

熟透的粥盛放到碗中，做完

这一切，才敲开了隔壁卧室

的门。

待儿子起床洗漱完毕、

吃完早餐去学校，任翠红又

马不停蹄地在厨房里开始

提前备起了中午的菜。一

切准备妥当，7点 40分，任翠

红匆匆穿过大半座城赶到

单位上班。

“儿子的性格从小比较

活 跃 ，自 我 约 束 力 不 是 很

强，很早我就计划好了初中

阶段来陪读。”任翠红告诉

记者，两年前，孩子如愿考

上吕梁市英杰中学，她和丈

夫商量过后果断决定暂别

舒适的家，在学校附近租一

套房子，全力以赴照顾儿子

的生活起居。

中午 12点，迎着下班高

峰期，任翠红赶忙开车回家

给孩子做午饭。

12点 50分，孩子吃完饭

午休，任翠红也有了片刻的

休息时间。中午的午睡时

间是最难得的，只有这个时

候任翠红才能安安心心补

个午觉，为下午的工作养精

蓄 锐 ，尽 管 只 有 不 到 半 小

时。

晚 上 10 点 20 分 ，孩 子

下了晚自习回到家后和任

翠红聊起了学校当天发生

的事儿。“今天我们数学测

验 了 ，我 考 得 不 是 很 好 。”

“没事儿子，这只是一次测

验 ，再 努 力 呗 ，妈 妈 相 信

你。”简单而又平常的话语，

充 满 了 这 个 温 馨 、温 暖 的

家。

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任

翠红就倒上一杯热牛奶，洗

好水果放在孩子书桌边，坐

在旁边看书陪着他。整个

屋子静静的，只听得到笔写

字的沙沙声。

……

这 样 每 天 按 部 就 班 的

陪读生活，任翠红已经坚持

了两年半。“说不辛苦是假

的，但为了孩子的学习累点

也值得。在学校附近租房

确实为孩子争取到了不少

时间，原先家里离学校有七

八 公 里 ，每 天 需 要 开 车 接

送。而租房子后孩子每天

步 行 去 学 校 只 要 几 分 钟 。

每天中午都可以回家直接

吃饭，为学习和休息争取到

不少时间的同时，每天的营

养也得到了保障。”任翠红

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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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城市安静下

来 ，街 道 上 少 有 行 人 和 车

辆。在饭店后厨忙碌了一

天的高利琴回到家里，顾不

上休息片刻，又忙着给刚下

晚自习的女儿洗水果、热牛

奶。

与大多家长一样，高利

琴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十分

看重。她觉得，自己已经吃

过没文化的亏了，在经历过

“写个说明都很难”等窘境

后，更加坚定了不让孩子步

入 自 己 的“ 后 路 ”这 一 念

头。所以高三这一年，她对

孩子的学习格外上心。

和多数高考生家长一

样，早上 6 点起床、晚上 12
点睡觉，高利琴的生物钟总

比女儿早起半小时，晚睡半

小时。

每天早上六点准时醒

来，简单洗漱后便立马钻进

厨房给孩子做热乎乎的早

餐，动作还不敢太大，生怕

锅碗瓢盆的声音吵醒了昨

天晚睡的孩子。“早餐做的

都很简单，但是为了给孩子

补给营养，每天也是绞尽脑

汁变着法儿做。馄饨、疙瘩

汤、鸡蛋汤，偶尔也给孩子

整点牛奶和面包，总之就是

每天都不一样。”高利琴说。

为了赶早市新鲜的肉

品和蔬菜，早上高利琴会和

孩子一同出门。早市上多

是年迈的大爷大妈们，偶尔

会碰到附近的熟人，隔壁的

大爷挎着一篮子鸡蛋，笑嘻

嘻地跟她打招呼：“孩子高

三了吧？学习挺辛苦，你们

做 家 长 的 也 是 不 容 易 啊

……”闻言她摆摆手：“谈不

上 辛 苦 ，都 是 为 了 孩 子 好

啊。”

在高利琴看来，陪考的

日子里最棘手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如何安慰考试成绩

不理想的女儿。她坦言，自

己是有些“怕”女儿的，尤其

是孩子考得不理想，情绪低

落的时候，便是她最“害怕”

的时候。生怕多说会刺激

到孩子，又怕孩子把情绪都

憋在心里无处发泄，只能趁

中午短暂的吃饭时间与孩

子聊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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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在人们的认可和不认可中穿梭

着，如星光般璀璨却静默无声，它不需要华丽

的辞藻来装饰，不需要刻意的表达来彰显，它

就在那里，默默地、坚定地存在着。这种陪伴，

无声但更有力量。

这样的无声，让我们再一次读懂了父母不

图回报，不求功名，只为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快

乐发展。能看到孩子的点点滴滴进步，和为了

一个目标冲锋的每一个瞬间。孩子无力无措

时，他们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用鼓励的目光

传递着力量；在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时，他们

会默默地用一丝微笑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

种无声，看似平静，实则蕴含着无穷力量。

这样的无声，是亲情真挚的情感表达。生

活中，只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能心领神

会。哪怕是一份试卷成绩取得突破，或者是哪

一门功课取得优秀，他们会为你激动；在你失

落时，又一次的落榜，又一次的没有达到分数

线，他们会陪你一起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无

声，恰如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你下一次的路。

这样的无声，是家庭教育最初阶段的一种

释放，一位好的家长，就像一盏明灯，照亮孩子

前行的道路。他们或许不会传授知识，但更能

关注孩子们的心灵成长。陪读中，给予指引、

给予鞭策。这种无声，只会把他们引向更广阔

的天地。

……

无声陪伴是一种力量，一种温暖人心的力

量。我们更应该在社会变迁中用一颗感恩的

心去感受这份无声的陪伴！因为它应该是我

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无声陪伴
□ 冯海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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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考 、高 考 、
考研、考公，在人
生旅程中，从呱呱
坠地的那一刻起，
就 仿 佛 开 始 了 一
场 未 知 的 大 考 。
而 在 孩 子 们 经 历
的 无 数 场 大 大 小
小的考试里，父母
在 其 中 也 扮 演 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

营 养 均 衡 的
一日三餐、风雨无
阻的往返接送、深
夜 书 桌 前 的 无 声
陪伴、考试失利时
的 耐 心 开 导 ……
父母的爱，藏在生
活的细枝末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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