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丹 罗水元）今天，大到
暴雨再袭申城上班路，暴雨、大风、雷电“三
黄”预警高挂。继昨天上午 11时 50分启动全

市防汛防台Ⅳ级响应行动后，今天上午 10时
05分，又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行动提升

到了Ⅲ级。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防汛防
台应急响应行动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至截

稿时，全市监测到了多处积水点，最深处为

37厘米，防汛部门抓紧时间抢排积水。
气象专家解释，今天本市被梅雨主雨带

全面“掌控”，这也是今天大雨现身的主要原
因。据气象统计资料显示，本市 6月 1日入汛

以来，已出现 9次暴雨过程，累积雨量较常年

平均明显偏多，其中市区偏多五成，雨量分布
呈现南北多、中部少的特点。
为何今年梅雨特别“猛”？湿漉漉的梅雨

季何时才结束？专家表示，今年上海的梅雨相

对来说比较典型，以持续性降水为主，这和梅
雨带一直在长江中下游摆动有关。“别小看梅

雨主雨带这几公里的摆动，可能就会带来申
城当天是否有雨、究竟是小雨还是暴雨的差

异。这也是今天的雨量更大的主要原因。”
据上午最新预报，明天雨带还会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维持，也有雨相伴，但是雨势会弱

一些，8日到 10日，随着主雨带北抬，降水减
弱，以短时阵性降水为主，阳光又会充足起

来。这个季节，气温是给点阳光就灿烂，8日
以后，气温有明显回升态势，最高冲上 30℃

+，体感闷热。但是，10日之后，雨带会再度南
北摆动，雨水又会趋于增多，本市重回多阴雨

的天气。由于近期雨带仍会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摆动，申城出梅或许尚待时日。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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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海高考时隔十多年，重回七月。

距离开考还有不足 24小时， 想和考生们聊
聊高考的意义。

先畅想三天后，走出考场的你，将迎来一
段彻底放松惬意的假期，尽情享受吧。但是，过

不了多久，彷徨和迷茫很可能接踵而来———下
一个小目标在哪里？ 寒窗苦读十二载，每个阶

段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努力考高分，冲击好

学校。可现在，你突然发现，心愿达成，然后呢？

你打算以怎样的心态，迎接全新挑战？

三天后的事， 你多半无暇去想。 此时此
刻，安心复习，看看错题、背背公式、读读古

文，睡个好觉，明天轻松上阵。 你即将面临的，

不是一场毕其功于一役、 不成功便成仁的战

斗，而是人生旅程走到特定的驿站，给自己 12

年的努力做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总结。 否则，心
理压力过大，反而容易发挥失常。

当你拼尽全力向前冲的时候， 放轻松，

也要看清楚———即将冲过的， 不是迎接众人

欢呼的红色终点线， 而只是一条起跑线。 高
考，位于人生马拉松的起跑区。 即便起跑暂时

落后，也不会影响你后程发力，迎头赶上。 就算

你顺利冲进领跑阵营， 也可能一不留神， 变成
“龟兔赛跑”里的那只兔子。懒觉睡到日上三竿，

翘课翘到理所当然， 游戏打到天昏地暗……在
大学校园里，这样的“兔子”并不少，他们都曾以

为，自己还没起跑就稳操胜券。

进大学以后，凭兴趣多读几卷书，趁假期

多行几里路，多结识几位志同道合、毫无利益

瓜葛的知心朋友，多尝试几个接触社会、感悟
世间百态的实习岗位。 图书馆、自习室、运动

场、宿舍联谊、社团活动、初恋牵手……许多
美好的“第一次”正等着你去邂逅。 可一旦你

把高考当作人生最后一搏，败则一蹶不振，胜
则狂喜不已， 你将无法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究

竟喜欢什么，将来打算为社会做些什么。

高考或许会决定你的人生方向，但不决
定未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更不能代表

人生的高度。 如果错把起点当终点，从此陷
入自嗨而无法自拔，那么高考高分和录取名

校，可能真的将定格你的人生高度———就到
这里了，仅此而已。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高考期间，

城管执法部门将在考点周边区域增派执
法力量，开展不间断、巡回式流动执法，

并做好考点周边秩序维护、交通指引等
工作。

市城管执法局表示，5 月 20 日以
来，已聚焦校园周边、居住区周边和建筑

工地三类重点区域启动“绿色护考”，至

今出动执法队员 1.2万余人次，开展各
类检查 2.6万余次，宣传教育 28252次。

对于校园及居住区周边，要求店主
自觉做到不用高音喇叭揽客、不进行铝

合金建材加工、不跨门经营、不占道堆
物、不散发小广告。至今已检查校园周边

商铺 28404个，依法查处学校周边跨门
经营 454起、设摊兜售叫卖 345起、金属

切割产生噪声 20起。
对于全市 3400余处建筑工地，已加

大夜间巡查管控力度，共查处建筑工地
违法违规案件 113起，包括夜间施工扰

民案件 65件、施工扬尘污染案件 23件、
工地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案件 25件。此

外，全市 5950个城管社区工作室也采取
“线上+线下”的模式，主动听取学校、居

委、考生家长的意见建议。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曹刚）2020年

上海高考明天开始，申城公交企业提早
准备，备好预案，保障考生畅通出行。巴

士三公司所属线路途经全市 45个高考
考场，为服务考生及家长出行，途经公

交线路均已配足运能，并安排了 10辆
备车。公司营运监控指挥中心也将通过

巴士通管理平台，密切关注考场周边区

域的线路营运情况。发现道路拥堵及短
时间客流集聚，灵活调度，及时疏散客

流，加快车辆周转，避免耽误考生赴考。

“我们共梳理出 136路、766路杨柳

青路梅川路（曹杨二中）、224路华阴路骊
山路（宜川中学）、112路、766路、859路

新村路万泉路（晋元中学）等 10个上岗
点。”巴士三公司负责人介绍，高考期间，

每天将安排 2名现场管理人员，对相关公

交线路加强监管，提醒驾驶员减速慢行，禁
止鸣号；在营运途中，如遇考生有特殊情

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先送到考场。
巴士四公司等多家公交企业在高考

期间都将从严查处超速过路口、违规鸣
号、争道抢行、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

为；提前检查所有营运车辆的技术状况，

及时发现并修复车辆制动、转向、灯光、
雨刮器等故障。此外，各线路终点站不但

配置了医药箱，还备有清凉油、人丹、保
心丸等防暑应急物品，供考生及家长免

费取用。

    明天就要高考了。考生和

家长都要减压，正成为这几
天许多心理咨询室的高频话

题。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
咨询师陈默说：“考生的焦虑

多半是从家长那里传染来
的。”高考时期的亲子关系既

平常也特殊，需要家长作出
正确的调适。

家长先要放平心态
陈默说，有个妈妈来门诊，

诉说这几天晚上总是睡不着，

因为孩子复习功课时把门反锁
了，自己看不到孩子究竟是不

是在用功学习，特别不放心。陈
默直言，家长要谨防把三种不

正确的心态传给考生。

一是攀比心过重。有些家
长总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

孩子比，灌进孩子耳朵的都是
“谁谁谁家的孩子考进了名牌

高校”“谁谁谁家孩子被保送
了”，把孩子的高考看作是家庭

最重要的“面子工程”。
二是信念被歪曲。陈默说，

有一个视频让她看得心惊肉
跳。某校的高考誓师大会，老师

大喊：“同学们，请你们回头看
一看你们父母头上的白发，他
们日益为你们操劳啊。马上要

高考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同学们，

你们要有感恩之心啊！”此时，操场上的孩
子已是哭声一片。恨不得把祖宗几代的希

望都押宝在孩子的高考上，弄得孩子下笔
如有千钧重，这样去高考怎么会不紧张呢？

三是价值观偏差。“你不超越别人，就会
被别人超越。”“高考多一分，干掉几千人。”

“现在多流汗，考后少流泪。”家长的这种所

谓“励志”，根本就是在逼孩子，是在价值观取
向上错把考试当成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亲子关系张弛有度
近几年的考场外总会出现一道“亮丽

风景”，一些送考的妈妈相约上演一场旗

袍秀，寓意“旗开得胜”，还有些家长喜欢
在朋友圈里“全程直播”孩子进考场、出

考场的场景，甚至连孩子穿啥衣服、吃啥
早餐都会晒个遍。

上海安洁教育家庭心理治疗师安洁认

为，在高考的特殊日子里，亲子关系会变得

很敏感，家长在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时要张
弛有度，既不要过于回避，刻意说些什么

“考不好没关系”之类的负能量话，也不要
一味地采用满足和讨好的方式对待孩子，

只需送上几句信任和祝福的话就行。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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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意义 曹 刚

加大巡查 保障静音

    窗外如注的暴雨把高考的战鼓敲得震天

响，而在上海市大同中学招待所 105房间，却
透出安静的光。台灯下，一个绑着“丸子头”

的女孩正在仔细读着老师总结的语文“考前
宝典”，勾勾画画。书桌一侧，花儿吐艳。

女孩叫李映慈，就读于大同中学高三（3）
班。从高一起，家住浦东的她就选择了在校

住宿。上周二，高三年级离校仪式结束后，李

映慈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备战高考。
“其实，父母可能比我更焦虑，如果我在

家，时不时会来嘘寒问暖，我留在学校复习，

感觉效率更高一点。”虽然嘴上“嫌”父母唠
叨，但小姑娘的言语间，还是透出对父母的理

解和感激。她告诉记者，妈妈在居委会工作，

从今年 1月疫情暴发至今，天天连轴转。然

而，不管多晚回家，妈妈也总会问她想吃什么

早餐，第二天一早准备妥当。
大同中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傅桂花告诉

记者，李映慈成绩优异，三年的寄宿生活，培
养了她良好的自律习惯。这几天，李映慈每天

上午 6时左右起床，根据高考日程安排，上午
复习语文，下午复习英语，再做一套数学模拟

卷，晚上 10时左右入睡，生活简单而规律。学

校的“读书廊”前，有一池锦鲤鱼。“如果天气
好，我中午的时候也会去操场上走走，再去看

看鱼，就当拜锦鲤了！”李映慈笑言。从学校步
行至考点，大约 10分钟。

除了李映慈，另有 2名男生今晚也将入
住学校。早晨叫醒时间 6:15，午间叫醒时间

14:00，考生出入校园线路安排⋯⋯招待所一

楼，一张高考期间考生住宿时间安排表把所

有细节标注得一目了然。
宿舍管理员沈阿姨正忙着给 3个孩子准

备雨衣、雨鞋、雨伞和所需的各类防疫用品、
防蚊用品。“明天菜单定了吗？一定要保证学

生的营养。”检查完宿舍情况，傅桂花老师正在
和食堂师傅核对高考期间的菜单。傅老师介

绍，大同中学 900余名学生中，约有 300余名

住得较远的学生选择寄宿。每逢节假日，学校就
会腾出平时供外校交流老师住宿的校招待所，

将留校学生集中于此，方便管理，也更安全。时
间一长，孩子们早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明天，他们就将从“家”步行去 10分钟外
的考点，带着老师和宿管阿姨的叮咛出发。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大同中学三学生留在学校备考

明天,他们带着叮咛出发

天天 气气亲亲 子子

“三黄”今高挂 高考“湿答答”

护护 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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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

■ 今天早上的南京西路，暴雨模糊了镜头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2020高考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