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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灵丹是否灵丹妙药？妙药？
陷阱多多陷阱多多

考量道德诚信
高考招生在即，高考招生在即，高考招生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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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诈骗招生诈骗
冒名顶替冒名顶替

自主招生自主招生

高考录取在即，关于高
校招生的话题在网上也日趋
沸腾。作为高招改革的重要
举措，高校自主招生自然成
为议论的焦点，从“招考同
盟”到“泄题事件”，诸多问题
凸显这一政策仍有待完善。

“华北科技大学”、“天津文理
大学”等子虚乌有的高校，发
布虚假招生信息招摇撞骗，
此类现象应引起广大考生和
家长警惕。同样应打击的还
有冒名顶替上大学行为。

自主招生屡遭诟病
复旦大学 2011 年自主招生遭遇“盗

题”事件，考试结束后仅5分钟，部分试题
就被一家名为“大联考”的网站曝光，又
一次引发网民对大学自主招生的强烈关
注。从去年开始，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
革频出新招，先是北大、清华组成“北
约”、“华约”招考联盟，不久，同济、北理
工等又形成“同盟”跟进，一场 34所知名
高校自主招生的“三国演义”由此上演。

网言网语
网民“金边玉芙蓉”：“从‘一考定终

身’到‘多考定终身’，高招改革究竟是高
校提前抱团抢生源，还是科学多元选才，
学生选择权增加为何反而负担加重、困
扰增多？”

网民“Jenna嘉嘉”：“自主招生固然
好，但没有统一的制度进行规范，很容易
演变成利益纷争，而不是人才选拔。”

记者观察
我国高考自主招生探索进入第九

年，阵容发展到80多所高校，如今又形成
了三大联考阵营，但是对于自主招生，特
别是联考的质疑声始终未停。高校自主
招生的目的是为了选拔那些高考中不易
被发现、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其制度的完
善需要社会的包容与呵护，但同时高校
自主招生改革更需正视严峻的现实。

随着高招录取的开始，高招诈骗也将进
入高发期。近年来，“招生诈骗”屡禁不绝，骗
术不断升级，涉及的受害人之多、金额之巨、
地域之广令人咋舌。2007年，海口侦破一起
特大招生诈骗案件，该案涉及多所高校、17
个省的上千名考生，涉案金额达千万元；2009
年，西安告破一起特大诈骗高考落榜生案，
受骗学生 82 名，遍及全国 15 省市，涉案金额
300余万元；2011年6月，网上又现“华北科技
大学”、“天津文理大学”等冒牌高校伪造合
法高校进行招生的诈骗行为。

近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出通知，
对高校招生行为划出三条“警戒线”：严禁高
校未经教育部备案计划外招生；严禁高校和
录取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违规招
生；严打非法招生中介活动，从源头上规范高
校招生，压缩人为可操作空间。

网言网语
网友“北京你早”：“一个巴掌拍不响，总有学

生相信不经过刻苦努力也能上好大学，这种投机
心理成为滋生高招骗子的温床。”

网友“蒲公英信使”：“虽然高招越来越透明公
平，但依旧存在一些鲜为人知的黑幕。高考录取
的公正，不仅是对所有勤奋刻苦的学子负责，还关
系着国家未来。”
记者观察

高招诈骗案屡禁不绝的背后，暴露出招生政
策漏洞。在国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公众
需求的背景下，高招政策中自主招生、机动名额等
弹性部分，给别有用心的特权分子留下了可操作
空间，为不法分子行骗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提供了
家长和考生“暗箱操作”的想象空间。“招生贩子”、
不法中介也正因迎合了这些人“分不够，钱来凑”
的心理，才在高招录取的各个环节中屡屡得手。

“冒名顶替”屡禁不止
自 2009年“罗彩霞”事件后，一系列高招中

的冒名顶替事件又相继被揭发。在湖北，连高
三都没上的学生、冒名者郑某，竟走进大学校园
并完成了4年学业，由于被冒名者王俊亮无法办
理信用卡才东窗事发；在北京，一份莫须有的房
贷让邹志静意外发现，10年前她被班主任的表
妹冒名上了中专；在河南，300多名冒名大学生
于2010年被清退；2011年6月，山东大学生唐娟
发现自己也被冒名顶替，通过打官司，她获赔 6
万元。

2010年 6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
高招工作中进一步严格管理，尤其要严查冒名
顶替上大学现象。今年，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
强调，严厉打击各种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和违规
招生行为。

网言网语
网友“谁是老鼠爱大米”：“不管这些冒名的

人在学校表现怎么好，他们一开始就错了，而且
是知错就错，不可原谅！上大学还要冒名顶替，
比强盗更卑鄙。”

记者观察
近年来，教育部的高招清查风暴有了明显

成效，但对于更为隐蔽的假大学生，恐非行政体
制下的一次行动所能肃清。这首先是制度设计
上的漏洞导致的，同时，环环弄虚作假，反映出
的是社会诚信教育缺失。应该指出，冒名顶替
上大学事件只是社会腐败问题的一个缩影，其
之所以能成功操作，除了钱的问题，另一方面可
能就是默认的“潜规则”，即“有路子、有关系”就
可以这么操作。同时，信息不公开客观上也为
造假提供了土壤。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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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诈骗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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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66日，一位重庆考生日，一位重庆考生
正在网上查看有关高考招生正在网上查看有关高考招生
的信息。的信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