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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邢兰君（邢台兽医院研究员，1978年考入河北农业大学）

⑥

恢
复
高
考
让
我
的
人
生
更
加
精
彩

▶
邢
兰
君

毕 业 35
年后，邢兰君
再次翻起早已
泛黄的大学照
片，不断地感
慨着时光过得
真快！40 年
前，这位从黑
龙港流域贫瘠
土地上走出来
的农家女孩，
借着恢复高考
的政策红利，
自此告别乡
土，一骑绝尘，
驰骋在追逐理
想的道路上。

1982年
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战略思想

1982年9月1日至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
郑重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
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
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
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
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
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
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

出的基本结论。”

“毕业时，我的物理老师问我毕业回哪儿？

我说回邢台老家。老师说‘你有什么理由呢？

有理由才好要指标。这样吧，我有个学生，也是

邢台的，你们俩先见个面，如果可以，就处处’。

我当时就与现在的先生见了面，他也是河北农

大毕业的，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当时正好

到保定出差。

“这样，毕业的时候，由于我的男朋友在邢

台，我就被分配到了邢台市畜牧局。1983年10

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然后，他带我去邯郸烈

士陵园转了一圈，就算旅游结婚了。我后来问

为什么选择去烈士陵园，他说那个地方没有卖

东西的，钱花不出去。这个老抠门儿！

“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单位的化验室工作。之

后，搞类似科技下乡活动，我就出来了，开始与一线

的鸡场、养殖户等打交道，直至今天。三十多年来，

以邢台市兽医院为阵地，我亲手解剖诊治鸡、猪、

狗、兔等动物30万头份，给动物做手术1万余例，被

多家养殖场、饲料厂聘为技术顾问。我的足迹遍布

邢台的20多个县市区及周边的武安、永年等养殖

场。生孩子后的第七天，我就被养殖户找到解剖病

鸡，因此落下了手疼的月子病。”

记者了解到另外一组数据是，邢兰君的论

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50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

100多篇。完成省市科技成果六项，并获全国农

牧渔业丰收二等奖。2006年荣膺感动中国畜牧

兽医科技创新功勋人物。

“我也想过改行，毕竟，女兽医这个称号，总

是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并且，我的大学同学，

大部分也都已改行。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上

学那么难，考上又那么难，放弃了，太可惜了。

“我现在58岁，心脏不太好，也许年轻时太

透支身体了。但还没有想好何时退出这一行，

能干一天，就坚持一天。”

当了女兽医造福当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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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梦想
照进现实

如果高考没有恢复，邢兰
君的日子一眼就看到头了。

和千千万万农家女孩一
样，如果 11 岁时没有进学
堂，邢兰君以后的日子无非
就是把妹妹照看大，然后出
外种地，在家纺棉花，而后嫁
人抱孩子，直至终老。

但高考眷顾了这位好强
的女孩子。自此人生轨迹改
变。

很长时间以来，邢兰君
都是这个村庄走出来的唯一
一名女大学生。

连拖拉机都没坐过的
她，求学时坐了火车。18年
从未离开过黄土地的她，闲
暇之余还可以与舍友在公园
拍照留念。更为关键的是，
与当年众多考生一样，她有
了重新选择梦想的机会。

在邢兰君的班级里，老
班长比她大12岁。如果没
有高考，她或许将永远走不
出农村；如果没有高考，班长
或许是一辈子的工人。职业
不分贵贱，但在一个进步的
社会里，年轻人应该有选择
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个人意
愿去寻找定位和追逐梦想。
藉由高考，邢兰君们做到了。

或许，只有每个个体的梦
想都有实现的可能，这个社会
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邢兰君，1960年出生于邢台宁晋县南周庄村。

“我11岁的时候，哭着喊着要上学。由于照看

妹妹的任务基本完成，父母才勉强同意让我入学。

“我记得那时有人给我邻居家女儿介绍了个

对象，对方寄信来，可这个女孩子不识字，需要找

人帮她读，后来，这门亲事就吹了。那件事深深刺

激了我，如果不读书，我可能都找不到婆家。

“所以，就为了认识几个字，就为了以后不

受骗，就为了以后不当睁眼瞎，我决定上学。

“但上学的经历远非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那时我都11岁了，个子也高，上一年级显得我太

大了，就直接上了三年级。但我的知识却远远

达不到三年级的水平。我记得当时学除法、读

课文，我什么都不懂，什么字都不识。回来问父

母，父母让我别灰心，让我找一二年级的教材去

读。换句话说，在上三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开始

补一二年级的课程，所幸，到三年级下半学年，

我就赶上来了。

“后来的求学之路，相对顺坦多了，小学三

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成绩均名列前茅。”

11岁入学，直接上的小学三年级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名考试了，但是没

有考上。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听说1978年的

高考还有机会。我就从大队办的高中到东汪高

中重点班集中学习。

“大队办的高中就在我们邻村北周庄，上了两

年高中，只有语文、数学两个科目。但高考理科的

考试科目除了语文、数学、政治三门公共课外，还

有物理、化学，我之前都没接触过，什么都不会。

“强化培训四个月后，我才开始学习到物

理、化学。当年五科满分五百分，我考了三百多

分。十几个女生中，就我考上了。

“我清楚记得那是 8 月 31 日，我去巨鹿磨

面，村里有人捎信来，说初选评上了，让我赶紧

到宁晋体检和报名。哥哥带我去报的名，在报

名时，哥哥的原则就是，哪个学校的分数低，招

人多，就报哪一个。也就是说，能走就走。最

终，我报了河北农业大学五年制兽医专业。

“9月中旬，录取通知书以一封挂号信的形式

送到了村里。三乡五里的人也都在打听我，因为，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还算稀缺。”

十几个女生，就我考上了

邢兰君凭着一己之力，一路向东北，但仅有

的30元钱难以支撑其正常入学。

“我哥骑自行车把我带到邻村西孟村，从那

儿我坐公共汽车到新河县，而后转乘公共汽车

到石家庄，再乘火车到保定。由于录取通知书

上注明了半价优惠，所以我也没细看是不是坐

火车，只要乘车，我都拿出录取通知书来，说，

‘你看看，半价’。对方卖票人员也不懂，说‘大

学生呀，稀罕呀，半票半票’。就这样，坐车从老

家到保定，一路半价。

“从家出来时，全家东拼西凑了30块钱。除

去路费，到学校先付了11块钱的生活费，又买了

一些饭盆、牙刷等生活必需品，在掏五块五的书

本费时，钱不够了。此时的我又感冒了，在举目

无亲的情况下，一位76级校友来看我，问我有什

么需要帮助的，我说先借给我10块钱吧，老乡很

慷慨地借给了我。

“这个坎儿迈过之后，学校考虑到学生家庭

的实际情况，就给我申请了 21.5 块钱的助学

金。这样，我的大学生活基本就能应付过来了。

“那是一个对知识渴求的年代。我们赶上

了好时候，高考刚刚恢复，国家又开始改革开

放，大家都感觉到春天来临了。同学们都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周日稍稍休息外，

其余时间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大家都丝

毫不敢懈怠。”

揣着30元钱，踏进了大学校门

邢兰君上大学时的照片邢兰君上大学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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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兰君的大学毕业证邢兰君的大学毕业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