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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深读

呼和浩特市委文件明确“冯

志明同志任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核

心

提

示

又到中小学录取时。教育部去年年底发布“禁令”，要求各

地 3年到 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 时隔

半年，记者采访发现，广州、北京、南京等地部分中小学择校费

不仅未降，反而水涨船高，有的已超过 10 万元。 不少家长表

示，仅凭一纸“禁令”，难止高价择校费。根治择校乱收费，政府

仍需出重拳。

择校费陷入“越治越涨”怪圈

最近，在广州市许多小学门前，众多家长起早排长队，就

是为了获取一个“交钱”的资格。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报名时所

填表格中，有一栏明显写着“自愿捐资助学”说明，如果填的数

额低于上一年，很有可能报不上名。

据了解，2010 年广州择校费总数 11 亿余元，其中捐资助

学费 9.4亿元，占了八成多。 有一个区的择校费高达 2亿元。

广州市教育局表示，2011 年择校费标准与 2007 年相同，

省市一级学校为每个学生 4万元，一般等级为每生 2.3万元。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州 2011 年择校费普遍上

涨。 据一些家长反映，省一级名牌小学择校费高的收到了 12

万元，4万元仅是起步价，平均也收到了 7万元左右。

“教育部门年年治理择校乱收费现象，但择校费却一年比

一年高。 北京市少数知名小学的择校费最高也达到 10 万元，

这似乎到了一种失控的状态。 ”北京一位韩姓家长说。

这种择校乱收费现象已蔓延至幼儿园。采访中，北京一位

择“园”未成功的家长讲述了亲身经历：面试的那一天，园长要

求先对家长逐一面试，“一进门，园长二话没说，用笔点了点放

在桌上的白纸，暗示让我写个‘数儿’，我当时脑中一片空白，

顺手写上：赞助费 2万元。 出门一问傻眼了，多数人都比我写

的金额高，当时就知道没戏了。 ”

择校费从上世纪 90年代出现以来就不断受到质疑。近年

来，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家长及媒体对治理择校费的呼声很

高，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也屡出治理择校费禁令，但治理

效果一直很不佳。

2010 年 11 月初，教育部网站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力

争经过 3年到 5年的努力， 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

成为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 并提出了 10 项措施治理择校费。

今年 2月，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再次表示当前要大力整顿择校

费问题。

一些家长表示， 从目前许多城市择校费水涨船高的情况

来看，有关部门提出的治理远景恐怕很难实现。

择校费去向不明 背后隐藏“利益链”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办名校打着“捐资助学”的旗号收

取巨额择校费，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择

校现象愈演愈烈。

择校费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条灰色利益链，这是择校

费一直不能公开的真正原因。知情人士透露，学校、教师、主管

部门，甚至还包括“学托儿”，都是这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

有的学校把择校费用于发放教师福利，改善教学条件；有的地

方教育部门则规定，学校花钱打报告审批。

北京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朋友花了 10 万元给“学托儿”

后，由学校老师通过“推优”名目让孩子进入了一所北京知名

小学，“学校并没拿到钱，10万元是被老师和‘学托儿’分了”。

而且，择校费收取多少有弹性。 由于家长的社会关系、领

导批条分量、学生分数不同，择校费的标准会有高低差别。 据

记者了解，同样一所学校，择校生的收费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而依据往往就是主管部门或者主管领导的一句话。

南京部分学生家长反映， 为了让择校费收取方式不露痕

迹，有的学校要求家长将钱打到单位账户，之后通过单位账户

转账的方式汇入学校账户，美其名曰“企业对学校捐资助学”；

有的学校要求家长不要交纳现金，给学校赠送办公用品，比如

电脑等，而实际上，实物的总价要比规定的择校费高出一截。

不能“越改越模糊” 治顽疾要动真格

教育部今年 2月强调， 把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与收费完全

脱钩。但在记者采访中，不少地方学校负责人表示：“初衷虽好

执行难，而且也缺乏监督。 ”

南京一所知名小学的蔡校长说：“每年方方面面找来的关

系太多，学校只能用‘经济杠杆’来调节，要不然没办法安排。”

另一位中学校长说，起初，收择校费是因为“投入不足”，一刀

切禁止不太现实。

海南省教育厅巡视员石秀慧说，要解决择校乱收费问题，

不仅要教育部出台文件，还需要各地拿出具体措施，否则很难

落到实处。

近年来，部分城市采取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等措施，在一

定区域缓解了择校风。南京一所公办初中的吴校长说，实践中

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名校拿出来流动的教师数量很少；二是

老师流动到薄弱学校时间很短； 三是名校校长经常是把能力

较差的老师流动出去。

有关专家认为，任何改革的目的都应是越改越清晰，越改

问题越少。 但一些城市的基础教育却“越改越模糊，越改寻租

空间越大”。海南大学教授曹锡仁认为，能否治愈择校乱象，考

验的是政府决心。

网友热议

官员考核机制

如今，在微博上，关于冯志

明升迁的消息再度将已尘封多

年的旧案重新摆在世人面前，引

发了网友的极大关注。“现在很

多地方在考核官员时实行‘一票

否决制’，在涉及重大的冤、假、

错、 疑案时能否也对相关领导

‘一票否则’呢？ 如此，既可以督

促公检法机关认真办案，也可减

少案件错误率。 ”网友“明明如

月”如是说。 （据《东莞时报》）

内蒙男子

被枪决 9 年后疑凶现身

“破案”人近期获升迁

15年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厕内，一名女子被强奸

杀害。一名叫呼格吉勒图的 18 岁青年被认定为此案的凶犯，随后被枪决。9年后，一名

叫赵志红的人主动坦白凶案是其所为。 但此后，时任新城区公安局副局长、呼格吉勒

图案的主要“侦破”领导人冯志明，并没有得到任何处理。 23日，记者多方打听后得知，

冯志明近期又获升迁。

公安局长升迁获证实

一位名叫“朱顺忠”的网友，5 月 21

日在腾讯微博中最先披露了该消息。朱

顺忠告诉记者， 他曾在媒体工作过，与

内蒙古政法系统的人有过接触，冯志明

又获升迁的消息来源于一份呼和浩特

市委文件的复印件，是内蒙古政法系统

一知情人士传给他的。

这份编号为“呼党干[2011]26 号”

的文件，标题为《关于赵永刚等同志职

务任免的通知》，该文件明确“冯志明同

志任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落款是“中共

呼和浩特市委员会”。 据提供文件的知

情人士透露，该文件系其从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网站下载所得。

23 日， 记者登录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网站时，并没有找到这份文件。 记者

随后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市委组织

部核实此消息，均被告知属实。 呼市公

安局政治部一自称姓涂的工作人员称，

冯志明是分局局长，兼任局党委委员。

“呼格吉勒图案”是疑案？

据媒体公开报道，1996 年 4 月 9

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

厕内，一名女子被强奸杀害。 公安机关

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前来报案的

呼格吉勒图。 在移交当地检察院、法院

公开审理后，当年 6月 10 日，呼格吉勒

图被内蒙古高级法院核准并执行死刑。

2005 年 10 月 23 日， 身负多起命

案的凶手赵志红落网， 承认他曾在

1996 年 4 月的一天， 在第一毛纺厂的

公厕内杀害了一名女性，而此时，呼格

吉勒图已被执行死刑 9年多了。

“除这起案子外，赵志红还身负 9

起命案。 ”23 日，当年负责抓获赵志红

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赫峰告

诉记者，“赵志红落网后，交代的第二起

命案就是这起女厕杀人案，他交代的情

节和具体做法与现场非常一致，而呼格

吉勒图交代的就不行。 ”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呼格吉勒图

案’是个疑案。 ”赫峰透露，该案至今没

有结案的原因在于犯罪行为已过去多

年，实物证据也已经灭失，仅有赵志红

的口供显然不行，而“身负数命”的凶犯

赵志红，也因为这个“疑案”，至今仍被

关押在监狱里。

枪下留人之后疑凶至今在押

新华社内蒙分社政法记者汤计，曾

5 次以内参形式报道呼格吉勒图案件

疑点。 他告诉记者，2006 年 11 月 28

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

庭审理了赵志红系列强奸杀人案。出乎

所有人的意料，检察机关在对赵志红进

行指控时却“意外”地“遗忘”了“四·九”

女尸案。原本应当在公诉时指控嫌疑人

奸杀 10名女青年的系列案件， 也在公

诉书中变为 9名。

“他们的目的性很强，那就是尽快

把赵志红杀掉。 一旦把‘四·九’女尸案

一并起诉，呼格吉勒图杀人案也就非常

自然地进入再审程序，其结果完全可以

预见。 ”汤计分析说。

2006 年底， 就在最高法院收回死

刑复核权的前 12天， 新华社内蒙分社

的“内参”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赵志红终于在 2007 年 1 月 1 日

前保住了性命，这也是呼格吉勒图案件

目前看到的唯一希望和最大信心。不过

这种信心正在被慢慢消磨，受害者家属

甚至已经重新拾起了屡屡上访的老

路。 ”呼格吉勒图父母聘请的律师苗立

对记者说。

曾经多次呼吁重审呼格吉勒图案

的一位内蒙古政法系统重要知情人，向

记者透露了更多内幕。

据其介绍，1996 年“四·九”女尸案

案发后，办案单位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刑侦人员就已经在女尸的阴道内提取

了分泌物(作案人的精液)，按照最基本

的刑侦破案规则要求，这种分泌物是应

该、 也是必须进行技术化验和分析的。

遗憾的是，这个最有力的证据被时任办

案领导“遗忘”了。

这位知情人说， 赵志红落网后，时

任呼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局长，曾任新

城公安局副局长、呼格吉勒图案件的主

要“侦破”领导人冯志明，曾对赵志红进

行了一次单独讯问。这立即引起了呼市

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赵志红被

迅速转移，看管民警也被秘密调换为武

警战士。“当年负责经办此案的公检法

三家单位的办案人员都已经有了职务

调整，很多已经升职或调迁。”该知情人

士补充说。

时至今日， 实物证据已经灭失，而

“身负数命”的凶犯赵志红因为这个“疑

案”，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至今仍

在为讨回儿子清白而奔波。

一纸“禁令”

难止高价择校费

□“新华视点”记者 郑玮娜 郑天虹 凌军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