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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 !"年特刊
责编 赵 彤 编辑 杨学栋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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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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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冯焱

他给全村人都争了光

张中林大学毕业后! 先后在郑州大学和
省纪委工作!

!"""

年到省法院任党组成员"纪
检组长# 不久前! 张中林利用学生放假的机
会!专门回到家乡!召集全村的

#$

多名在校
大学生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主题就
是$学好知识!追求更加广阔的生活%# 张中林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循循善诱!他说!计划经济
时代!有的人才被埋没!市场经济是个人才竞
争的时代!虽然没有包分配的就业制度!但有
了更多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希望大学生们
用知识武装头脑!追求更广阔的生活!为家乡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力#

$这跟你的本职工作没有任何联系!为什
么要组织这样的座谈会呢& % 面对记者的不
解!张中林陷入了沉思' 他说!他的家乡在荥
阳市广武镇倪店村!村子虽小!但学习的风气
很浓'

!"%%

年!他在广武镇王楼中学任民办教
师!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学校的

%

名民
办教师一个不落!全报了名!备考的日子!仿
佛个个都摩拳擦掌!在校园里见面!也只是匆
匆打个招呼!互相询问一下复习的进度'

最后!张中林被郑州大学录取!另外一名
民办教师被郑州师专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
那天! 全村好像炸了锅一样! 乡亲们奔走相
告($看看张老师"李老师多有出息!给咱全村
都争了光) %

&$

年过去!一代代学子成长起来!一批批
青年走进大学深造! 有的是张中林当年的学
生!有的是街坊邻居"乡里乡亲!可是回到家
乡时!他们总会提起

'"%%

年的那次高考!说张
中林当年参加高考的精神一直激励并影响着
他们去努力进取'

!

%%

级"学生的能量无人能比

张中林大学毕业时!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都处在人才断档"知识断层的状态!都迫切地
期待着大学生们尽快走上工作岗位挑起大
梁! 离毕业还有半年! 许多单位就到学校来
$抢%学生!有的偷偷把学生物色好$预定%下
来! 作为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的郑州大学

同样也是求贤若渴!不少岗位都虚位以待'

根据组织分配! 张中林留校任辅导员!其
他同学纷纷奔赴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他们的才学很快在各行各业崭露
头角' 张中林就读的政治系!很多同学都成了
干部"专家"学者和本行业的领头人!在$文革%

后人才奇缺的特殊时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
用!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张中林说!如果当时不恢复高考!没有这
批人!我们国家发展将严重滞后' 亲身经历这
&$

年的变迁!张中林特别渴望人才辈出!把家
乡建设好'

进入大学后!张中林发现!班上的绝大部
分同学都已经有过多年的工作经历!而且都是
各个行业的佼佼者!有工人!有教师!有公社书
记!有妇女主任!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县机械厂
的厂长"三个孩子的父亲'

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同学们特别善于自
学!他们的理解能力"认知能力非常强!常常利
用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感知!旁征博引地展开
激烈的讨论!提出深刻的见解和问题!活学活
用!触类旁通'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也在思考
着国家的命运"历史的使命' 连老师都说!$

%%

级%这届学生的能量无人能比)张中林说!直到
今天!他们的老师仍然能叫出$

%%

级%每个同
学的名字'

同学之间情谊深厚#互帮互助

同学们不仅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也同样
珍惜共同走过的这段人生历程'

!"%(

年!张中
林

)$

岁的侄子因先天腭裂到郑州做手术!哥
哥嫂子实在凑不齐医疗费!准备放弃治疗' 同

学们得知后!这个一毛!那个五毛!为张中林凑
了

&*

元钱' 如今看来这微不足道的
&*

元钱!

当年却救了张中林全家的急!他的侄子得到彻
底治疗'

到了假期!几位家庭贫困的同学就会留在
学校勤工俭学' 张中林找到学校先去领活!有
时是挖地沟铺电缆线!有时是搬桌椅' 有一年
暑假!学校调整住宿!张中林带领几个同学搬
床铺和桌椅!把所有床铺从仓库抬到五个楼层
的各个宿舍摆放好!有的肩膀磨得红肿!同学
们就帮着揉揉!手上磨出了血泡!就用毛巾垫
着' 干了半个假期!每人挣到

+,

多块钱' 张中
林把报酬分到每个人手里时! 大家都笑了!因
为这些钱足够他们下个学期的生活费'

大学第二年! 一位同学的母亲突然去世!

家庭陷入贫困!这样!全班同学享受助学金的
情况就得做一次调整' 张中林作为班长!组织
全班同学进行讨论研究!当时!张中林因家庭
贫困!每月有

&

块钱的助学金!他主动提出!从
自己的助学金里让出一块钱给这位同学'

大学期间把一名优秀考生招进来

大学里!老师奇缺!大三大
四两年!张中林开始担任学校辅
导员的职务! 曾经参与了

)"()

年 "

)"(#

年两年河南省高考改
卷"评卷和录取工作' 最让张中
林难忘的是一位叫小玲的女学
生'

录取中!张中林发现信阳潢
川县的考生小玲分数高达

+$$

多分!上了全国重点高校的分数
线!但因为眼睛高度近视被排除
在外! 张中林感到特别可惜!仔
细查看她的档案! 她家庭贫困!

如果郑州大学不录取!她很可能
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 最后!张
中林顶着压力把这位同学招进
郑州大学' 事实证明!这位同学
品学兼优!大学毕业后又顺利考
上了研究生!现在!她是北京大
学研究生处的处长'

$%&

!"#+,-./01

!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陈 靖 图

农村孩子考上大学

$从
)"--

到
)"%-

!高考停了
)$

年 !社会
上很多人才没有出路' %说到对恢复高考的看
法!吴长忠说!$

)"%%

年恢复高考!是对中国社
会影响巨大的一件事' %

吴长忠告诉记者! 他
)"%+

年高中毕业后
就回家务农了' $农村孩子出来工作的机会是
非常少的! 不要说到县里工作! 就是去当个
兵"当个煤矿工人!大家也都为*指标+争得头
破血流' 我家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就准备在家
好好劳动' %吴长忠说!没想到过了三个月!县
里就有人来找$吴长忠%了)

原来!吴长忠上高中时写过一篇文章,永
生的战士-!被他的一个同学拿到当地,睢县
文艺-上发表' 来找他的人!正是睢县文教局
创作组的组长' 就这样!在家里劳动了近

&

个
月的吴长忠!被缺$笔杆子%的县文教局调到
了县创作组工作'

在创作组!小说.诗歌.相声//县宣传
队缺什么吴长忠写什么' 他写的地方小戏,一
颗螺丝钉-.小说,姑嫂俩-,一天又一天-等作
品陆续在地区刊物,商丘文艺-上发表' $当时
我

)"

岁!在我们地区也是小有名气' %吴长忠
说!创作组的老师是郑州大学毕业的!经常在
他面前提到郑大!那时候!他对$郑州大学%充
满了渴望'

机会来了)

)"%-

年!县里有个推荐上大学
的指标!本来地区创作组的老师认为$吴长忠
这孩子有培养前途% 而想让他去! 可到了县
里!指标又让给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同学!长
忠的心里充满了苦涩'

$

)"%%

年的一天!突然有消息说要恢复高
考!同学们奔走相告' %吴长忠回忆' 然而!停
顿了

)$

年的高考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那么陌
生' $当时高考的复习资料特别紧缺!有一个
什么东西就是大家传抄!很盲目!也很刻苦' %

吴长忠说!有一次!他带着帽子伏在家里的箱
子上复习!煤油灯把帽子点着了都不知道!差
点出了大事'

最后!凭着
#%$

多分的好成绩!吴长忠如
愿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

*"+

元上了四年大学

$我家在豫东!日子很穷苦'基本上村村家
家都有讨饭的!我们家姊妹比较多!日子总不
宽裕'%吴长忠说!高中三年家里连杂粮都很少
吃过!都是红薯干.红薯面馍等$红薯制品%!

$所以现在看见烤红薯! 或者家里有人吃红薯
我就烦得不得了' %

大学
*

年期间! 吴长忠总共花了
*"+

元
钱!平均一个学期

+$

多元!包括买书.交学费.

买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以及简单的衣服等所
有费用' 学校把给学生的助学金发成餐票!他
也想办法换成现金买书!整个人瘦得成了$排
骨队%的一员' $后来工作以后有次吃饭!一道
菜就是

+$$

块钱!当时我就发出感慨!这一盘
菜就吃了我

*

年大学花的钱) %

)"(#

年
)

月!吴长忠大学毕业了' 当去国
务院办公厅和留校的选择摆在面前时!吴长忠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 两年后!省委宣传部
把他从校宣传部要了过去'

走上仕途的文人

命运之神此时终于对吴长忠露出了笑脸(

进入省委宣传部后!吴长忠先后任省委宣传部
学校教育处副处长.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
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 省委宣传部副秘书长.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0新乡市委常委.秘书
长!漯河市委副书记!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
书记'

成为正厅级干部的吴长忠!仍没有忘记自
己身上的责任'

$我来省文联工作已经
&

年多了!以前的

工作基本上是把干部的情绪. 工作思路理顺!

把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 现在!省文联
刚刚换了届!做事的时候刚刚到' %吴长忠说!

针对我省提出的$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
省%的跨越!该是省文联为这个跨越作贡献的
时候了'

吴长忠提出!省文联首先要出人才!争取
书法.美术.音乐.摄影.戏剧.曲艺.舞蹈.文
学.杂技.影视.民协等

))

个艺术门类都能够
出现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才0 在长篇小说.诗
歌.戏曲等方面出精品力作及全国领军人物'

$这两年省文联也有很大的突破' 如张海
成为中国书协主席!夏挽群成为全国民协副主
席!文学方面有二月河等' %吴长忠介绍!下一
步!文联还将争取多半艺术门类都有国家级副
主席.主席'

在文化产业方面!吴长忠表示文联将成立
*

个中心!包括演艺中心!将戏剧.音乐.舞蹈.

杂技方面的表演人才组织起来开展演
艺活动0书画展卖中心!进行书画展览.

出售.拍卖0影视中心!利用已有的资源
涉足电视剧制作0 艺术教育培训中心!

即把社会上的各种考级统一起来!开办
艺术培训班等'

令人敬佩的是!吴长忠
在闲暇时间坚持自己的创
作!笔名$芜茵%' 摄影.散
文. 诗歌都是他的最爱!甚
至他还探索出了诗歌和摄
影结合的路子'看他配有散
文或诗歌的摄影作品!似乎
步入了诗情画意兼有的$读
图时代%'

)"%%

年到
#$$%

年!吴
长忠的

&$

年走得平稳而扎
实' 说到现在!吴长忠显得
很自信($我们文联有这么
多人才. 有这么多资源!再
不能端着金饭碗找饭吃了'

我们不仅要带领大家为全
社会创造效益!也要为文联
的职工创造经济效益' %

吴长忠" 毕业
于郑州大学中文
系" 现任河南省文
联副主席# 党组书
记$

感言!

在当今中国社
会!"

%%

级#是一个
运用很广泛的词
汇! 已经成为一个
群体的代称! 因为
我们这代人有共同
的地方$ 我的原则
是!踏踏实实%认认
真真地做人做事$

张中林" 毕业

于郑州大学政治
系" 现为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

感言!

人生就是一场
拼搏!通过高考!走
上更加广阔的人生
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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