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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凌晨1点，高驰坐在了自习
室楼下的便利店里，面前是一碗热气
腾腾的泡面。“困得不行，想抽烟，没
地方，干脆下来散散心。”他说。

2020年考研，高驰在面试环节
失利，却没有选择调剂，原因是他和
女友约好，要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

“本来双方约好考研结束见家
长，结果我考得不理想，我俩面临异
地恋，双方家长都有了担忧和想
法。”高驰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

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诚意和能力。
有了这个想法，考研的重要性

进一步增加。这一年，高驰没有参
加其他考试和招聘，而是选择“孤注
一掷”。高驰说，多数人需要休息好
以保证学习效率，而自己睡眠较少，
夜晚学习效率很高，所以购买了专
门的自习位，方便学习。

这一年，由于疫情、由于学业，
高驰和女友见面次数极少，但是两
人有一个默契：午饭后多聊一会；夜

晚女友睡觉前，互相发一句“晚安”。
高驰说，女友非常关心他的学

习进展，不过随着考试将近，反而故
意逗他放松：“她甚至找了那个城市
一些招聘信息，告诉我如果考试不顺
还可以去工作，让我不要太紧张。”他
没有告诉她的是，熬夜学习后，在便
利店一边吃夜宵一边翻看两人的聊
天记录，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拼一把，就可以和她在一个城
市了。”他说着，脸上泛起笑意。

考研前夕的深夜自习室：

零点：一些人离开，一些人才刚来

这个刚过去的周末，是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大日子”。据了解，此次考试全国
报考人数达到377万人，创历史新高。就在考试大幕拉开的前夕，记者走访郑州考研一族的深夜
自习室,记录那些为梦想奋斗的考研人的故事。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王姝/文图

12月24日夜，已经11点了，大
学南路的24小时自习室内还有三
分之一的座位“营业”。

趁着接水休息的空隙，李萌萌
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准备得差不多
了，明天下午先去住的地方，不用担
心哈。”挂了电话，她吐了一下舌头：

“其实感觉心里悬着，总觉得还有很
多没有复习到。”

李萌萌是郑州大学经济学专
业大四学生，一年前决定报考本
校研究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老校区图书馆开放时间缩短，她

就在附近的 24 小时自习室购买
了座位。

从暑假开始，李萌萌的学习时
间固定起来：早上六点多到自习室，
学习到夜晚十点，中午出去吃个饭，
趴在座位上休息一会，“怕回宿舍
睡，起不来”。

李萌萌告诉记者，为了追求更
高的就业层次，同学们多数选择深
造。“有的申请出国，今年也受到了
疫情的影响，多数备战考研，我们
宿舍七个人，有五个考研。”她说，
考场确认后，她和室友立刻订了酒

店，第二天考点周围已经没有房间
可以订了。

这一年，李萌萌没有参加任何
招聘，也没有准备公务员考试，全力
备战考研。她告诉记者，自己和室
友互相陪伴，每天晚上学习结束一
起回宿舍，路上喜欢谈论明星、轻松
的话题。至于压力，她指了指面前
的一排标为“树洞”的植物：“给它们
说喽。”不过，1999年出生的她也做
好了考试失败的准备：“如果没考上
就找工作呗，现在没想太多，一切等
考研结束了再说。”

“一切等考研结束再说”

对于24小时自习室来说，夜晚
10点、12点是两个小小的节点。多
数时候，学生们在10点结束学习，
开始往回走；到了12点，一些人离
开了，一些人才刚来。

祁正材匆匆走进自习室，定了
定神，看了看表，时针和分针正好重
合在“12”上。比起很多学生琳琅
满目的桌面，他的桌上只有几本书。

“我一般工作日都是十点以后
才来，学俩小时回去。今天平安夜
商场有活动，下班晚。明天请了假，
想着干脆看个通宵吧。”祁正材告诉
记者，这是他工作的第三年。工商
管理专业的他，毕业后去了郑州某

商场的品牌部。
“第一年，觉得工作很有意思，

自己还实现了经济独立，特有干劲
儿。第二年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
俩工作都太忙，想着换一个稳定点
的。”于是，他参加了当年的国家和
省公务员考试，笔试没有通过。

“我以前考试成绩还可以，没想
到隔了一年不学习，再看书完全不
是那回事儿了。”祁正材感慨，工作
后时间被碎片化，即使休息时也要
处理各种信息，很难集中精力。

第三年，当初考研的同学毕业
了，有的留校了，有的去了不错的工
作岗位，让他萌发了重新考研的想

法，并且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为了
集中精力，半年前开始，祁正材买了
自习位，下班后就去学习，往往到家
时妻儿已熟睡。

不过，即使一天两小时的学习
时间，他也很难保证每天坚持。

“有时候家里有事、有时候商场
有事，一耽误、一犯懒，好几天不
来。现在不像在学校，什么时候该
学习，有人催着你，现在更需要自
觉。”他说，“工作之后，学习的时间
太珍贵了。有时候真想把工作辞
了，看看新闻，今年应届毕业生800
多万，受疫情影响就业形势更严峻
了，哪敢随便辞职啊，挤时间吧。”

“工作之后，学习的时间太珍贵”

“到12点还没睡着，恨不得起
床继续学习”

25日清晨6点。晨光中，自习室的
灯光显得弱了一些。此时室内只剩下管
理员和一位刚到的学生。“明天考试，本
想着不早起了，结果到点醒了，睡不着，
就来了。”他笑着说。

与自习室仅隔一条街，大学南路的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南校区，操场上
已有不少学生晨读。

图书馆的负责老师荆永菊告诉记
者，由于自习室比较安静，图书馆的楼道、
天井成为考生们出声背诵的地方。担心
他们受冻，12月初，图书馆为学生开通了
朗读室，早7点到晚10点开放。

“有一个女孩，最开始每天早晚都去
背书，这几天我看又站在外面背了。我
问为什么不在朗读室，她说室内太暖和
了，容易犯困，外面冷更能集中精力。”荆
永菊说。

楚留杰就是朗读室的一名“粉丝”。
专升本的他，早就下定决心备战考研。
除了上课，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
馆，学习之余勤工俭学，帮助打扫书库卫
生，每个月获得一定补贴。

由于白天十分充实，楚留杰每晚学
到10点闭馆，就回宿舍休息了，但有时
会失眠，“到12点还没睡着，恨不得起床
继续学习”。家中有病人、经济较困难，
考研势必增加楚留杰的时间成本和经济
压力。这种焦虑总喜欢在夜晚涌上心
头，到了第二天天亮时，又仿佛烟消云
散。他再次成为室友口中的“精神小
伙”，沿着操场跑完大圈开始学习。

“白天接触到老师同学，和家人打电
话，感受到的那份关心和善意，总能让人
更有信心和动力。”楚留杰说，“撑不住的
时候，总会多出来一点感动。”

（应受访者要求，考生姓名为化名）

“拼一把，就可以和她在一个城市了”

促进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300多项

河南教科文领域审计工作成效足
教科文工作关系国家发展大计，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做好教科文领域审计
工作是各级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是开
展审计监督的重点业务板块。“十三五”
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的部署
要求，河南教科文审计工作围绕相关领
域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项目安排、重
要资金使用，创立了“计划一体化安排、
项目一体化实施、成果一体化运用”的工
作格局，科教文审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科学谋划审计项目。在工作中，
我省审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促进党
中央令行禁止、推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
实作为谋划实施审计项目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突出项目安排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基础
性。二是持续提升工作水平。始终坚持党
的建设和业务建设“融合抓、双提升”工作
布局，深入推进“转观念、转作风、转方式”，
在审计项目实践中锻炼队伍，不断提高教
科文审计工作水平。三是做好审计“后半
篇文章”。做到审前科学谋划、审中突出重
点、审后归纳提升，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揭示
影响政策落实和项目绩效的深层次原因，
切实当好“卫士”和“谋士”。

“十三五”期间，我省教科文审计促
进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
规章制度300多项，在促进重大政策落
实、规范资金项目管理和完善体制机制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小龙）

12月24日夜，距离研究生考试只剩1天的时间，已经夜里11点多了，自习室内还有三成的座位在“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