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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吻定情大家应该听说得多了，那一吻
救命有没有听说过呢？

前几天，在深圳的东门人民南人行天桥
上，就发生了这样一幕，惊险而浪漫。画面
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故事的女主角
也浮出了水面。

6月11日，在东门人民南人行天桥上，一
名持刀男子站在天桥边缘想自杀，多方劝阻
都无效，此时一名女子出现了。

想自杀的男孩仅仅16岁，母亲早年去世
了，父亲娶了一个继母，但是继母对他不好，
而且骗走了父亲的钱财，他一直都感受不到
家的温暖。

刘文秀说，男孩那种绝望的感觉，她也
曾经有过，自己坚强地走过来了，也希望男
孩能够撑下去，所以决定去劝他。

由于男孩拿着刀，警察不让刘文秀靠
近，情急之下，刘文秀谎称是男孩的女友，才
得以靠近男孩。听着男孩的遭遇，想起自己
的身世，刘文秀一边哭一边和男孩聊天；为
了让男孩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刘文秀做了一
个让大家都意料不到的举动，亲吻了男孩。

用自己最宝贵的吻，挽救了一个年轻的
生命，刘文秀对此感到莫大的快乐。据了
解，刘文秀今年19岁，是一家酒店的员工。

据《深圳晚报》

塘厦有个超豪华官员别墅群，别墅的住
户包括塘厦镇委书记叶某、镇长方某、副镇
长赵某、杨某、黄某等。此事被媒体报道后
引起轩然大波。记者获悉，东莞市纪委已经
介入调查塘厦官员违规建别墅事件，并回应
称塘厦官员违规建别墅“基本属实”。

据了解，被指远超“史上最牛局处级别
墅群”的塘厦别墅群，其住户仅科级以上官
员就60多位，几乎涵盖塘厦主要领导班子成
员，被当地人称为塘厦“中南海”，而如此豪
华别墅群地价每平方米不足 500元，而附近
楼面价，已达1.5万元。

综合《南方都市报》

东莞塘厦官员
廉价占地建别墅群

是院士亦是战士
记解放军总医院的“院士群体”

他们是院士亦是战士，是医生更是党
员。

解放军总医院共有 7 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已故）、肝胆外科
专家黄志强、烧伤整形专家盛志勇、老年心
血管病专家王士雯、骨科专家卢世璧、肾脏
病专家陈香美、创伤医学专家付小兵。

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们，至今腰间仍别
着早已被市场淘汰的寻呼机，医院的寻呼系
统就是“总调度”。只要寻呼机“滴滴”一响，
院士们便会闻令而动，在一次次“出击”中展
现共产党人的忠诚。

据新华社电

三好学生等加分大都照顾特定考生，一般孩
子根本加不到分。这无形中造成了身份上的不平
等，对同学们的心理有较大冲击。

——以前当过老师的广州考生家长潘剑明

在北京，高等教育已由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
段，加之中学广泛开展素质教育，单一用高考加分
手段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效果已减弱。目前看，加
分政策设计与实际效果出现了偏差。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

每逢高考，一些公众都会“习惯性质疑”高考
加分的公正性。这种心理的背后，主要是部分公
众痛感教育公平缺失，对高考加分政策走样表示
不满，应当引起重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

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变成有关部门的牟利工具，主要是制度设计和监管漏洞造
成的。一些手中握有加分权的部门人员，通过权力寻租交换个人利益，出现了形
形色色的“加分产业链”。这种暗箱操作，影响了教育公平，也损及政府公信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多部门的利益寄附，既然使高考加分政策偏离方向，改革就应当从剥离既
得利益开始。要规范高考加分，仅靠“末端治理”是不够的，必须正视“前端放
水”，将监管前移至相关部门，但这需要国家层面来推动。

——华南师大教育科学院院长卢晓中等专家

红旗飘飘

2011年高校录取在即，高考加分之忧再起，引发
部分公众对教育公平的焦虑。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高考录取率逐年提高，高考加
分原有职能已弱化，应顺势清理加分政策，切断加分腐
败链条，完善高校自主招生，保障高等教育公平。

据新华社电

加分乱象 引发“习惯性质疑”
6月中旬，在吉林省2011年高考咨询会现场，高

考加分政策仍是许多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来自
四平市的考生家长高秀说，作为普通家庭，没有能力
让孩子学习奥赛之类的加分项目，尽管孩子学习努
力，但开始就比别人少20分，这不公平。

广东汕头金山中学考生林诗晴抱怨说，体育特
长生加分太不规范，特别是团体项目，有些替补队员
根本没上场也获得20分加分，何谈公平？

2011 年高考前后，网上甚至出现了一个“反对
高考加分联盟”，吸引了大批家长和考生。

记者在广东、浙江、北京等地调查发现，对高考
加分不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地区高考加分政策不一，直接导致部分家
长和考生心理失衡。

目前，教育部只认定 10余项加分项目，而一些
地方的加分项目则有20多项，且最高加分也高低不
同。广东、浙江等省最多加 20分，而内蒙古则最高
加30分。

另一方面，部分高考加分项目不规范操作，频频
暴出违规加分事件，损害了高考公平。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说，近年来高
考加分投诉中，大部分针对有关审核部门操作过程
中的不规范，导致加分者有漏洞可钻。其中，高考体
育特长生加分问题更突出：一是运动员等级证书造
假或水分大；二是比赛或测试组织不规范，替赛、替
考现象严重；三是个别与体能、运动技能关系不大、
更多靠运用器材的赛事组织管理及评奖问题多。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考生家长与基层派出所串
通造假，通过修改个人资料，认定“少数民族考生”或

“三侨”子女以获加分。

取消之难 部门利益“深嵌”高考加分
原本为鼓励学生发挥特长的高考加分政策，曾发挥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一

些部门在加分政策上不断寄附各种功能，高考加分已不堪重负。而这些部门利益的
博弈，也成为高考加分改革的核心难题。

记者在北京、广东、吉林等地调查发现，高考加分政策至少涉及5个部门，其中奥
数、创新大奖等学科竞赛的加分由科协评定，各种体育加分由体育部门审定，退役士
兵加分由民政部门审定，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由民委审定，三好学生等加分由教育部门
审定，等等。

在一些省份，涉及高考加分项目的部门更多。吉林省2011年高考照顾加分涉及
审核权限最多的是省民政部门，共掌握3类考生的审批权，第二位是吉林省教育部门，
此外还有侨务、台联、体育等部门。

黄友文表示，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希望通过高考加分政策推进相关工作开展。
事实上，加分权的背后有部门利益支撑。近年来，浙江等一些地方体育加分不断

出现问题，“分区赛”“拉力赛”“通信赛”虽冠有“全国”字样，但有关机构将其拆解成区
域性比赛，使加分项目变成部分人的牟利工具。

一位教育界知情人士说，以无线电测向的全国分区赛为例，其赛事由全国行业协
会举办，地方学校可以直接组队参加，并不需要各省体育局盖章和备案，地方职能部
门监管很难。

高考加分制度的改革不能小修小补，否则没有出路。要重新审视和梳理现
行高考加分政策，并把加分程序信息放到阳光下暴晒，避免权力之手染指。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
今后应建立以高考测试为基础、以考生素质为参照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

从而达到清理高考加分等问题的目的。
——教育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研究”课题组成员赵俊芳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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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路径 从“裸分录取”到取消加分
针对高考加分乱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实行了“加分提档、裸分录取”的

做法。该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古丽娜说，在录取分配专业时，学校去掉政策性加分，而
按原始分进行排队录取。

西安交大招生办主任郑庆华也表示，学校在专业录取时不认加分，是为了更加真
实、更公平地选拔优秀学生。

针对这些高校的新举措，有关专家认为，在现有高考加分政策尚未取消的情况
下，将是否承认加分的权限交给高校，可以逐步瓦解相关部门寄附的社会功能，是一
个好的趋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高校录取“去加分化”，可以淘汰一些虚假加
分，保障选拔人才机制的公平性。

在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考点，考生“夜
战”最后一门考试（2月20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