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焦点 A23

!"#$%&'()*+,-./01

2#3 !' " 456789:; <=-.>

?@AB2CDEFGHIJKLM>LNO

PQRLST>?LURLVW>XYZ([

\]>?^_`abc7d[ef

!"!#$%&"

gh-.>?iFjkDlmnoG-

.>?/012 ! ' " 4pq9:G rs@

At>uvw%xyz{%&|:Z8}~�

�3JK��(t>uv6���s%&

zp���|�#�����e���>uv

(���f �-.>?(�c���bc�

���6��-.>?_��JK��G ¡

¢£EF¤¥G¦8§¨J©ª«� #$%¬

®\]�¯°M>LNOPQRLST>?LU

RLVWL>X^±²³´nµ¶·°JK¸

¹º»¤¼½Rj¡_¾¿ #$$ÀL JK &'

ÁÂÃR¾¿ &$$$ ÀGÄÅJK &()' ÁÂÃ

R¾¿ &)$$ÀÆ

'(!#)*+"

DlmÇÈ� -./012 ! ' " 49

:ÉÊ��8¥Ë¡bcxÌ� YÍÎÏÐ

CÑÒÓÔÕ¶ ÍÎÖ×r#ØÙÊÚ(Û

Ü�·°�ÝÞß\à%áâãäåæçèé

ªÍê>ëìíîïRLäðñL>NOòÎ

\¶Î\óôsõöÍÎ(¦8÷øÆÉÊÍ

ÎxÌ�ù_²úÖ×(ûµEF�ûµÖ×

üü83ýþGÿ!_ó" &$%#$Æ

,-!#./0"

/0129:þ©G-. *$$Ä%:0(

âÅ�&_['()*+,-G ./0¡L1

2Lêq%3��Æ -.ù4567(8ê,

-9:�;y,-!<G=>?e@ABZ(

CD *"l=ê��tLEq��¶uF�uÌ

CGHIJKL½�MLCGNOP½EQê

�EqGRYê�ÏÐSTUVW{%=©

&XG{%=©ê��tG{%=©YZÆ[�

\ýu]�JK()^NOG/0129:þ

©ù__³JK`a,-bbbéXéêéE

qGc%=>s®d:Je¤«�(Æ

12!#345"

$4GHIJKLURL>XLVWLf¸

ò\]YZ(gB&\ÅÚ$hiÚ\r_

Y9:þ©jV÷æG ·°kl¦$hmn

u(opUR +*!&$,L>qr -.!L/!$$ s

_t÷uvÆDlmùÇÈG/012vwp

Úqx³ÑG 9:þ©_²º«Vyz(

zÚÐ{|GRsURLVWL>Xò #, \

][�}En(Ú\_~�³µG c�3$

4²t>&XNOG ���O=�(u]6

���s%&�U�Æ

67!#89:"

�&#��L�aL,-�[LÍÎó

ô��UVW(���ªG�²�� 01-2 x

�(-.�&�-G /0129:þ©r_

Y×uvÆ-.Ë�����mÊ����G

[Ð��¡���xÌG ù²ÍÎ�º�ó

ô,-%C�nG ¦�«� Ï¡UVW&

XG¢��UVW(ºp\(Æ

!"#$%& ! ' " ()*

+,-./012

;<=>?@AB<#CDEF$GHIJKLMNOPQRS

甘肃省会宁县农村教师王宗学认为，受
益于加分政策的考生很少有农村以及家庭
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他们成为省级三好学
生或优秀干部的可能性不大。公正的加分
制度，可以为学业优秀的贫寒学子提供向上
流动的机会，从而促进社会平等。鼓励特长
生的加分应该削减，才能彰显教育公平。

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一些高考加分项目
标准模糊，往往被权势家庭子女所利用，“只
减不增”已成为高考加分中的一种趋势。

江西、湖北、江苏等省前几年取消了省级优
秀学生保送或加分的政策。浙江省2008年取消
了优秀学生干部的高考加分政策，原因在于“这
一项目加分标准过于模糊，受益者大多为领导干
部的子女，比重已严重偏离了合理的范围”。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专家王学辉教授认
为，考试中为一些特长生加分并非我国独有
的政策，但我国一些地方赋予了加分政策更
多的含义。例如，在一些地方中考、高考中出
现的海归子女加分、金融高管人才子女加分、
博士子女加分、纳税大户子女加分、农村独生
女加分、招商引资加分等。前不久福建永安
市叫停的买房就可以中考加10分的政策，不
仅与教育无关，而且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哪些项目应该加
分也是见仁见智，如何取消变质的加分项
目、保留大多数人认可的项目？有关部门可
以考虑举行高考加分项目听证会，邀请学
生、家长、老师、学者和媒体等参与讨论，使
这一政策更加合理、公开、透明。”浙江省教
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

重庆文科高考第一名更改民族成分,他父母都是官员
浙江绍兴一中高考航模加分，绝大部分非权即贵

拿什么阻挡高考加分“权贵化”

几乎在同一时间，何川洋
成为重庆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消
息，与他更改民族成分骗取高
考加分的消息被媒体一起公
布，随后，何川洋的干部子女身
分也被曝光。目前，这一造假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参与弄虚
作假的3名党政干部6月29日
分别受到免职、停职的处理。

“重庆高考加分造假事件”
似乎告一段落，但社会舆论对
高考加分的关注与讨论并未停
止。今年以来，除重庆外，浙江
等其他省市也频频发生高考加
分弄虚作假事件。人们有理由
追问：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制度
安排，才能保障高考加分的公
平性？

6月22日，重庆市对31名在民族成分方面
造假骗取高考加分的考生本人进行了处罚，取
消了加分。在这些考生中，以“裸分”659 分稳
居重庆文科第一名的何川洋格外引人注目，其
父何业大是重庆巫山县招生自考办公室主任，
其母卢林琼是巫山县编办主任、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考前，何川洋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土家
族，如果不是被举报将可以获得20分加分。

6月29日晚，重庆市巫山县宣布，包括何川
洋父母在内的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免职或停职
处理。调查发现，2006年7月，在卢林琼知道的
情况下，何业大委托时任中共巫山县委统战部

副部长、巫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的万民强帮忙，违规为何川洋的“民
族成分更改申请审批表”签字审批，
并报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于同年
10月9日批准申请，并发放了更改证

明书。
此外，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汤平的女儿汤佳（化名）也因假民
族生被查处。她高考裸分 471分，本来离重庆
市高考二本分数线差 9分，但如果获得 20分加
分，就可以高出二本分数线 11分，轻松读个不
错的本科大学。

权势子女高考加分造假引起社会舆论强
烈反响。不久前，浙江绍兴一中高考航模加分
提出申请的19名考生中，绝大部分都是非权即
贵的权势家庭子女，“三模三电”加分项目因此
被戏称为“权势家庭子女俱乐部”。

“骗取高考加分行为不仅引发了社会舆论
的强烈质疑，而且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从这
个意义上说，必须要加大惩处力度，完善责任
追究制度。如果仅仅是取消加分、免除职务，
谁敢保证明年的高考加分不会再出现弄虚作
假行为？”杭州一位家长说。

严惩造假 捍卫社会公平的底线

作为一项执行多年的国策，高考加分主要针
对两类考生，第一类是退役军人、烈士子女、少数

民族等特殊考生，主要体现对这些特殊人群
的照顾性；第二类是各种特长生，包括三好
学生，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全国奥赛获
奖者，科技发明竞赛优胜者，思想品德突出
的学生等，对这些特长生以鼓励为主。具体
项目由各省份在教育部划定的范围内进行
选择，加分标准也各有不同。

“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本意是为弥
补高考录取制度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缺陷，
为特殊人才敞开高校的大门。但是高考的

利益太大了，只要有一线机会，考生、家长甚至个
别部门就会想尽办法钻空子。”山东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对记者说，一些地方无视教育
部公示高考加分信息的要求，或者对公示信息采
取“删繁就简”的策略，更加大了监督的难度。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专家王学辉认为，单
纯地叫停加分政策，缩减加分分值只是权宜之
计。为了人才的公平选拔和培养，必须重新审
视、梳理现行的高考加分制度，充分赋予群众监
督的权利，通过规范程序、强化监督、公开透明、
严惩违规等途径，完善高考加分制度，真正杜绝
金钱、权力购买及交换教育机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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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政策
应该更加公开与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