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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志贤

因女儿高考，兔妈走上了义务宣
传志愿填报知识之路

打开“乐考之家”微信公众平台，功能介绍
一栏这样写着：“高考志愿填报知识学习平台，
高考的那年、那月、那日，我们和孩子相约一起
努力，收获知识，收获友情，度过难忘的时光，尽
享成长的喜悦⋯⋯”

“乐考之家”的创办者网名是“兔子妈
妈”。她不想出名，只愿人们称她为“兔子妈
妈。从 2008 年女儿上高三准备高考起，她
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起内蒙古的志愿填报
模式来。因为当时这种填报模式刚开始，很
多家长都不了解，每次开家长会或朋友聚
会，她都会把自己了解的一些填报知识分享
给考生家长们。慢慢地，她发现，太多的家
长需要基础知识的普及了，有的家长连志愿
填报分批次进行都不清楚，有的在填报现场
连网址也找不见，有的甚至干脆不准备、拿
着一本招生计划就去填报了。看着一些高
分的考生因为对志愿填报知识的不了解而
无奈被与自己分数不匹配的差一些的院
校、专业录取，兔妈心疼极了：如此公
开、透明的填报模式于考生而言应该是非
常有利的，但就因为考生和家长了解的知
识少、准备工作不充分，不懂政策、不懂
规则、不了解院校专业，造成志愿填报失
败的例子特别多，实在是太可惜了。于
是，她决定义务宣传网报志愿知识，从帮
助身边的人开始。

最初，她建立了“兔子妈妈”QQ群，把
身边的考生家长聚起来，随时普及志愿填
报知识、接受家长们的相关咨询。在她的
带动影响下，越来越多受过帮助的、充满
爱心的家长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在
群里耐心细致地为家长们答疑解惑，受益
的家长也越来越多，群成员数量不断增加。

随 着 这 个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影 响 力 的 不
断 提 升 ， 他 们 又 建 立 了 纯 公 益 性 质 的

“乐考之家”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兔妈
还开通了新浪博客、搜狐自媒体，以此
来更系统地帮助高考生，扩大服务范围。

走上公益之路一发而不可收，多
年来已为 10万余名考生提供帮助

走上公益这条路，能够帮助别人的满足

感和强烈的成就感以及对社会的使命感让
兔妈和她的团队一发而不可收。目前，QQ
群成员近 2000 人，管理这样一个团队费心
费力，更何况是义务工作。但兔妈却说：“我
始终把这个团队当孩子一样养着，一切都是
因为心中有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都
是爱孩子的人，我们都希望孩子生存在一个
友善、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我们都是社会的
一份子，就从我做起，从一点小事做起吧。
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善良是可以传染的，也
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家长和我一起为别人家
的孩子无悔付出着。”

QQ 群成员紫荣的儿子是 2016 年高考
生，在团队的学习指导下，被山西医科大学
影像专业录取。紫荣在群里发了一段话：

“感谢一年来兔妈及管理员的一路陪伴，让
我能够为孩子选择到适合他分数的最佳选
择。更为感激的是，入群的一年时间，让我
学会了怎样爱孩子，怎样和孩子相处，使孩
子和我们家长能够在高三的一年里顺利度
过，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希望我们一路
相伴，共同助力兔妈的公益之路。”

的确，兔妈团队不仅在志愿填报方面给
群成员提供帮助，还经常给他们进行心理疏
导、生活常识的普及等。大家每天的休息时
间非常少，除了本职工作，把业余时间和精
力几乎都奉献给了考生家长们，随时都在回
答家长们提出的问题，并定期指导家长进行
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2015年高考填报志愿期间，为了给考生
做数据分析，群里的管理员们都卯足了劲工作
到后半夜，甚至饭也顾不上吃。兔妈记得，当
时澜儿刚刚做完手术；明妈白天单位忙碌一
天，回家就做数据，半夜才想起来自己没吃晚
饭；若水为了挤时间，一天 3顿饭都是热一下
包子吃⋯⋯所有的管理员和热心的往届家长们
为高考家长们无悔付出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

志愿填报就是遵守规则，不管是考生，
还是院校，都必须遵守规则。兔妈记得，有
一年的高考中，有位考生填报了西南财经大
学，按照院校录取规则，他应该被录取的专
业让院校调剂了，兔妈团队发现了这个问
题，并及时与学校进行沟通，问题得以纠正，
考生被录取到了该去的专业；一位考生填报
了中山大学，被退档，也是团队及时把握院
校的录取规则，通过与学校沟通，这名考生
最终被录取，避免了掉档⋯⋯这样的例子，
举不胜举。

8 年来，兔妈团队直接、间接服务考生
及家长 10 万余人次，服务范围遍布全区；

“兔子妈妈”的搜狐自媒体开篇 1 年半，阅读

量已经近 2000 万人次；“乐考之家”微信平
台的关注受众面更是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
自治区，因为各省市在志愿填报模式上还是
有很多共性的东西的，如院校、专业的录
取。在内蒙古录取填报模式下，可以随时准
确掌握院校所有考生的专业填报和录取情
况，这是其他省市的考生了解不到的，所以
也常有区外的考生及家长向“乐考之家”询
问专业录取规则。

多年的积累和成长，“乐考之家”在志愿填
报方面已经很专业了。2015年开始，团队研发
应用的兔妈数据改变了以前手工筛查的方法，
高度准确地为考生提供了分数所对应的院校，
对于政策、规则的研究和领会达到了一定高度。

因其公益性质和很强的专业性，“乐考之
家”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2014
年，内蒙古招生考试中心邀请“乐考之家”参
加了高考志愿填报研讨会议，发布当年的报
考录取政策，也邀请团队与各地招生部门一
起宣传政策、开展高考服务；在 2016年 12月
16 日举行的内蒙古新媒体大会上，“乐考之
家”公众微信平台被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核准为内蒙古微圈成员。

“乐考之家”的愿景在于立足高
考，带动家长成为学习型家长

兔妈说：“志愿填报绝不仅仅是知道什
么分数能去什么学校。一个分数段对应的
学校可能有几十甚至几百所，志愿填报不
难，最难的是抉择，如何在这众多的院校里
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院校和专业？如何在遵
守规则的情况下被顺利录取？如何运用好
填报规则和录取规则？对这些政策、规则的
学习以及院校、专业知识的掌握绝不是一朝
一夕便能办到的，需要大量的知识累积。”

“乐考之家”的愿景，不仅仅是高考志愿
填报，而是立足高考，带动家长们成为学习
型家长。用家长的转变去影响孩子，让家长
们在学习中成为互帮互助的群体，一群乐于
学习的、乐于自我成长的、充满正能量的家
长，何愁养育不好儿女？何愁创造不出一个
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比义务帮助填报
志愿的意义更加深远。

对于“乐考之家”的未来，兔妈骄傲地
说 ：“乐考之家，lucky home，幸运之家 。
这些年，亲眼看见众多家长们因为学习变得
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我愿把这份高考
志愿填报公益辅导工作坚持下去，帮助更多
考生和家庭。往大了说，就是在构建和谐社
会的道路上甘愿贡献光和热。”

□杜学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思想政治
工作涉及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这三观，它既要贯穿
高等教育的始终，也应贯穿
学生成长成才的始终。

高校是我国培养人才的
重要场所，而能不能培养出
真正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合格人才，不仅取决于
高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实
力，还与能否开展好思想政
治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
意识形态工作，要想起到潜
移默化的作用，靠的是润物
无声、细水长流。大学校园
是各种思潮互相交织、互相碰
撞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深
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显
得格外重要。教育者们必须
认识到，当代大学生思维活
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传统
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
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因此，高
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与
时俱进，坚持创新驱动，不断
探索新方法、尝试新手段。

首先，创新驱动要坚持
方式创新。相对于基础教育
的中小学生来讲，大学生的
思想相对成熟，对事物能形
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认识，所
以传统的简单灌输式的思想
政治教育显然不太适应当代
大学生的内心需求。因此，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取得实
效，就必须在手段上创新，这
样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课入
耳入脑入心。前段时间引起
热议的江南大学思想政治教
育脱口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其次，创新驱动要坚持
内容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要想真正吸引人，就要坚
持走心。而走心的关键点在
于，除了手段创新以外，内容
也必须创新。我们一直觉
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说理，
但是说理只有说到心里去、
说到点子上才能产生好效
果，空洞的说教只会让人乏
味。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在内容建设上多下
功夫，主动以学生关心的情
感问题、学业问题、就业问题
等热点问题作为突破口，将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
三观教育与学生的实际生活
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
思想政治教育落地有声。

总之，如何上好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课，方法多种多
样。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要坚持创新，这是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灵魂，也只有坚
持创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才能有声有色接地气、实
实在在出成效。

高校思政教育
要坚持创新驱动

□蔡源霞

看到一个小故事：一位家长因为
对自己的孩子不满意去请教老师。老
师回答：如果复印件出了错，你觉得应
该在复印件上找错误，还是去审视原
件？看到这个故事时，我正为儿子沉
醉于手机网络游戏而着急生气。可
是，现在看来，是孩子的错吗？

我是个自由职业者，白天老公和
儿子都不在家时，是我工作最投入的
时段；等老公和儿子下班、放学回家，
我也开始放松。我放松的方式就是当
着儿子的面儿玩手机、看电视。那时
我以为，我做完了该做的事情，休闲一
下是应该的；而儿子应该专注做他自
己的事，不应该被我打扰。

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儿子只是
个 10 岁的孩子，他并没有很好的自我
约束力，还处在模仿大人的阶段。他
可能会想，我在学校也辛苦一天了，为
什么我不能玩手机、看电视？的确，孩
子的许多行为，其实都是大人的翻版，
如同复印件一般，他身上有许多家长
的影子，我们对他们的不满，其实也是
对自己的不满。

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尽力做好孩
子的“原件”。于是，我将自己的时间
重新分配，将休息的时间放在几项工
作之间，然后留一点工作到晚上。当
儿子做完作业的时候，我的工作也立
即做完。然后我们一起看书，或者一
起找比较有益的节目看。渐渐地我发
现，儿子比以前乖巧很多，这种乖巧，
不是没有主观的盲目听从，而是他会
对我说：“妈妈，你的工作真辛苦，我以
后不乱花钱了。”在书中看到有趣的文
字，他会大声念给我听，甚至还会和我
一起收拾书桌和书柜。

对于儿子的变化，我很欣喜。当
那天忽然发现手机已经两天没有充电
还可以用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更
应该为自己的改变而欣喜。因为是我
的改变，才导致了儿子的改变，而这个
改变对于我来说，也是获益匪浅。

做好孩子的“原件”，不仅仅是教
育孩子，也是教育自我。

做好孩子的“原件”

□杨文亮

“这青色的城市是呼和浩特，这苍
茫的天际是呼和浩特。二两烧麦，一
壶青砖茶，大窑简直太亲切了。去再
多的地方都不如呼和浩特，因为这里
是青色的梦乡⋯⋯”近日，呼和浩特小
伙周晨阳联合朋友创作的《写给呼和
浩特的歌》在本地各社交平台火了。

周晨阳，是内蒙古工业大学能动
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一名大一学
生，呼和浩特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旧城
大南街一带，对首府这座城市特别地
热爱。作为一名地道的工科生，他还
很文艺，爱好音乐，喜欢周杰伦、赵雷、
崔健、老狼等音乐人，歌曲《内工大版
南山南》也是他的杰作。

和很多学子一样，周晨阳虽早有
颗热爱音乐的心，但上大学前因忙于
学业，一直没有机会学习音乐，直到去
年 10 月，学校日常的课程安排不是很
紧张，他便和舍友找了家琴行学习吉
他，这样才算真正与音乐近距离接触
了。周晨阳说，其实他根本不懂创作，
完全是“野路子”，只是想到一段旋律，
哼唱出来并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套和
弦，一遍一遍练习。就是这样一遍遍
地练习，让一个去年 10 月份才学习吉
他的小伙子，改编创作并演唱了《写给
呼和浩特的歌》。

前不久，赵雷的《成都》火遍大江
南北。周晨阳便琢磨着创作一首关于
呼和浩特的歌曲。他说：“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首歌，一首藏在心底的歌，来怀
念一个远去的人、一份走失的情、一座
生活的城。我从小在呼市老街长大，
对这座城市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何
时从哪回到这里，我的心里总感觉特
别温暖。”

刚刚开始大学生活的周晨阳想
着，大学里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他会继续原创一些歌曲，并希望被更
多的人听到、认可。当然，前提是学业
一定不能落下。此外，他还计划着，跟
学长学姐们把自媒体这块内容学精
了，充实乐观地过好每一天。

有个工科男
为呼市写了一首歌

新学期开始，五
原县公安局新公中
派出所民警走进学
校，在课堂上和孩子
们共同学习交通安
全知识。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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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考生受助

内蒙古“动态排名、精确定位”高考志愿填报模式从 2006 开始探索、2008 年成型，这种填报志愿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透视”功能，让
考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自主权和监督权。内蒙古考区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实时网报考区，在依托“Ineternet+”技术的“阳光招生”体制下，
实现了让考生清清楚楚报志愿、踏踏实实等录取、明明白白上大学。

在这种高考志愿填报模式下，非常需要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做足功课，根据考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和模拟考试成绩，最后根据高考成绩结合
院校录取规则，筛选出一些拟报考的院校、专业等信息，以便从容应对志愿填报，达到最好的填报效果。于是，一些提供志愿填报服务的收费报
考机构应运而生。然而，有这么一个公益组织，成员都是历届已高考完的考生家长，对于内蒙古特色的高考志愿填报政策、规则、模式非常了解，
成立8年来在坚持不懈地学习完善的基础上，义务指导10万余名高考生填报志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公益组织——“乐考之家”。

开学伊始，呼和浩
特市南门外小学各中队
以“我是青城小主人 文
明礼仪我先行”为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
活动，引导少先队员爱
祖国、爱家乡，从自身做
起 ，革 除 陋 习 ，倡 导 文
明。 刘霞 摄

倡导文明

拍校园

“““乐考之家乐考之家乐考之家”””公益团队成员大聚会公益团队成员大聚会公益团队成员大聚会。。。（（（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