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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高考迁徙鸟”之二

高考移民潮中的“ 鹤城迁徙鸟”

策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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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晨报记者 黄 乾

见习记者 李潇潇

每年的六月，都承载着高考考生们太多的希望。 这不仅仅是一次考试，更成了命运的分水岭，使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高考并非是所有考生的登天神梯，横亘在

他们面前的诸多困难中，有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由于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相同分数的考生，在不同的地区，命运也各不相同。 近期，旨在拉动房地产市场回

暖的天津“购房入户”新政出台，使得沉寂一时的高考移民风潮呈现复苏迹象，很快波及我市。 在此风潮中，鹤城“弄潮儿”们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奈和辛酸……

过敏性鼻炎患者怎么办？

春季是过敏性鼻炎的多发

季节， 近期医院接诊的过敏性

鼻炎患者数量不断上升， 提醒

患者及时防治，远离过敏源。

春季百花盛开， 空气中飘

浮着大量的植物花粉， 这些植

物花粉很容易引起或诱发过敏

性鼻炎。临床表现为打喷嚏、流

鼻涕、流眼泪、鼻腔黏膜水肿或

破损，上鼻窦感染或喉咙痒、眼

睛痒，影响患者的工作和学习。

如延误治疗或治疗不当还可诱

发鼻窦炎、中耳炎、鼻息肉、哮

喘等疾病。

目前治疗过敏性鼻炎一般

从三方面入手，即药物治疗、物

理治疗、调整免疫系统治疗，快

速修复鼻腔黏膜，使之产生“防

护墙”。 全程无痛治疗且无任何

不良反应，可以彻底康复。

垂询电话：397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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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鼻炎患者早晚出门最好戴

上口罩，要多穿衣服，更要及时

治疗， 以免长期感染引发黏膜

水肿或破损等。

下期预告：

《揭开高考移民的神

秘面纱》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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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之起源

我国教育水平发展很不

平衡，导致考生在不同的地区

参加高考，相同的成绩会有不

同的结果；全国高考试卷和录

取分数线也不统一。

我国自

1977

年恢复高考

制度以来，各省、市、自治区的

高考录取分数线始终存在差

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录

取分数线相对较低。 在制度壁

垒面前，三线和部分二线城市

的学子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

现实：他们的命运某种程度上

并不取决于高考成绩，而是他

们的户籍。 正因为如此，才出

现了我国特有的高考移民现

象。 以我省为例，我省与西部

省区相比，高考录取分数线最

高相差

100

分之多。

据了解，我市高考移民几

乎遍布全国的“低分城市”。 记

者近日通过对我市部分高考

移民家庭的调查走访，深切感

受到鹤城学子们对现行教育

体制的无奈。 高考关乎考生和

家庭的命运，父母们为了给子

女谋一个好前程，不惜一切代

价。 采访中， 一位家长感叹：

“我们年龄越大， 就越觉得是

为孩子而活。 ”此话道出了众

多父母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

●鹤城高考移民风潮沉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

我市高考移民数量呈阶梯式

增长，随部分省市高考移民政

策的宽严而波动。

2003

年是一

个分界点，此前由于部分省市

高考户籍政策相对宽松，高考

移民成功率较高；之后随着高

考移民风潮愈演愈烈，大量外

地考生涌入“低分省市”，挤占

了当地生源的录取名额，一些

“低分省市” 相继出台一系列

措施，严查高考移民现象。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

制了高考移民， 但事实上，我

市高考移民的数量仍在不断

增长，难度和费用也随之水涨

船高。记者发现，

2003

年以前，

我市高考移民只是个别现象，

没有形成规模，移民地也主要

集中在海南、新疆两地。

2003

年之后，高考移民开始风行我

市， 移民学生数量逐渐增多，

移民范围也逐步扩大，除了海

南、新疆，内蒙古、广西、贵州、

青海、甘肃等地也开始出现鹤

城学子的身影。

当时， 对于这些教育欠

发达地区， 国家在加大教育

投入的同时， 在招生计划方

面也给予诸多优惠政策， 加

之就读费用较低， 成为许多

高考移民的首选， 我市高考

移民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

选择北京、 上海、 天津等大

城市的寥寥无几。 这些城市

移民往往需要买房或投资才

能落户， 高昂的成本使得许

多考生望而却步。

2003

年之后， 随着各省、

市、自治区对高考移民治理力

度的不断加大，高考移民中介

悄然现身我市，从代办户口到

代办学籍，费用也从最早的万

元左右，猛增到现在的七八万

元；所谓的服务项目也从代办

户口、学籍、联系就读学校，发

展到租房、代请保姆等“一条

龙”服务。 这其中，高考移民欺

诈案件也屡有发生，一些中介

机构恶意欺骗考生家长，使得

原本付出高昂代价的高考移

民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血汗钱铺就的迁徙路

“我们舍得用血汗钱为孩

子‘砸’出一个好未来。 ”

“高考移民对于家长来

说，也是一场考试，考家长的

钱袋子。 ”

采访中，部分高考移民家

长如是说。

高考移民，家长无疑是整

个事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记

者调查发现，我市选择高考移

民的家庭， 年收入一般都在

5

万元以上，家境较为殷实。 高

考移民家长中，商人、公务员

或事业单位职工占多数。 稳定

的经济来源，成为高考移民的

首要条件。

高考移民首先考验的是

家长的财力，但最终也得靠学

生的高考成绩。 记者发现，我

市高考移民的学习成绩大致

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移民前

学习成绩优秀，在本地也能轻

松考取二本院校。 这些学生移

民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地区高

考分数差，冲刺重点或一本院

校，考上理想院校；另一种考

生学习成绩一般或较差，在本

省参加高考，考取大专或三本

院校有难度，移民“低分省市”

后，有望考取二本院校。

那么，我市高考移民主要

选择哪些省市呢？

▲高门槛一线“低分省市”

被采访人：徐先生，高一

学生家长。

“我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大

学。 目前高考移民， 北京、上

海、天津的门槛太高，如果有

能力，我当然会不惜代价。 问

题是， 根本没有那个经济实

力。 ”徐先生无奈地笑了笑。

事实确实如此。 对于一般

家庭来说，想通过投资取得大

城市的户口难于登天。 记者在

网上查询了

2001

年《北京市

外地来京开办私营企业人员

办理常住户口试行办法》，文

中规定：“外地投资者连续

3

年每年纳税达到

80

万元，或

者近

3

年纳税总额达到

300

万元，可办理进京户口。 ”除了

税收指标外，还有务工人员数

量等条件。

据记者了解，目前因房地

产市场不景气而重启“购房入

户” 政策的一线城市有重庆、

天津、杭州等，上海、北京则依

然大门紧闭。

“重庆、天津、杭州等地的

房价， 每平方米少则五六千

元，多则上万元，买不起啊。 ”

徐先生感叹道。

“购房入户” 可以承受多少

费用？

被采访人：郭先生，女儿

成功移民广西北海， 花费 18

万元；蔡女士，孩子移民天津，

花费 42万元。

郭先生在我市有两处房

产，为了女儿高考移民，去年

他在广西北海花

18

万元购买

了一套

60

多平方米的房子。

郭先生说：“在北海市区购买

一套

25

平方米以上的商品

房，可以解决一个户口。 ”

4

年

后，他的女儿就可以在广西参

加高考，广西高考录取分数线

比河南低几十分，升学压力相

对较小。

经过记者多方打听，还找

到了为使正读高一的儿子成

为“天津人”，刚在天津郊区买

了一套房子的蔡女士。 蔡女士

告诉记者，虽然家里并不缺房

子住， 但丈夫了解到天津有

“购房入户”的政策。 为了让孩

子成为“天津人”，高考时享受

天津的低分数， 孩子的姥姥、

姥爷、爷爷、奶奶纷纷凑钱，勉

强买了套

100

平方米的房子。

“我们算了算，现在先把

房子租出去， 等孩子上完大

学， 再把房子卖了， 亏不了

钱。 ”蔡女士告诉记者。

我市也有部分较富裕的

家庭，购房移民一线城市。 但

相比这些城市的高门槛，更多

家长还是愿意到广西、新疆等

二、三线城市投资买房。 记者

经多方打听，见到了在鹤壁代

理广西北海房产的周先生。 周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在鹤壁出

售的都是五六十平方米的小

户型，主要针对有意去广西就

读的高考移民。

不仅是广西北海，据记者

了解，天津、成都、武汉、重庆、

杭州等城市都出台了“购房入

户”政策。 我市也有部分比较

富裕的家庭通过“购房入户”

形式为子女进行高考移民，迁

居二三线省市。

▲二三线热点省份之一：

新疆

被采访人：李先生，儿子

移民新疆， 花费 2 万多元；孙

女士， 儿子移民新疆， 花费 5

万元。

2002

年，李先生听说能把

子女的户口办到新疆某县，高

考录取分数线比河南低

80

分

左右， 办下来需要

1.5

万元的

费用。 当时李先生的儿子在我

市一所中学读高二，成绩不尽

如人意， 李先生和妻子动了

心。

经过反复思量并去新疆

实地考察后， 李先生最终把

儿子的户口办到了新疆 。

2003

年， 儿子在新疆参加高

考， 如愿考入一所二本院校。

与李先生的经历相同，

供职于我市某事业单位的孙

女士， 去年把正读高一的儿

子户口办到了新疆某县。 不

同的是， 她还顺便把自己和

丈夫的户口也落到了新疆。

“现在一年比一年查得紧， 为

了保险起见， 只有把我和丈

夫的户口都办过去， 孩子才

有可能顺利参加高考。” 记者

了解到， 孙女士为此先后花

了近

5

万元。

热点省份之二：海南

被采访人：于女士，儿子

移民海南，花费近 6万元。

2004

年，于女士通过在海

南的亲戚，花了

5

万元为正读

高二的儿子办理了海南户口。

上高三时，儿子转到海南某私

立学校，于女士也到海南陪伴

了儿子整整一年。

2005

年高考时，于女士的

儿子被海南有关部门认定为

“移民考生”， 限报一本院校。

结果，原本成绩优异，有望考

上全国重点大学的儿子，只好

就读于南方一所普通二本院

校。 于女士告诉记者，同一年

和他儿子一起办到海南的几

名鹤壁籍考生也都经历了相

同的遭遇，一位高三才办过去

的鹤壁考生，高考报名审查时

被认定为“移民考生”，只好回

家参加高考。

于女士说，

2005

年海南二

本院校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

一些热门二本院校的热门专

业， 更是拼得厉害。“现在想

想，如果当初不到海南，孩子

在家也能考上二本，花了那么

多钱，还招来这么多麻烦。 ”

热点省份之三：甘肃

被采访人：张先生，儿子

移民甘肃，花费近 8万元。

2007

年，张先生的儿子上

高三，梦想是考上军校。 当时，

凭着孩子的学习成绩，想要从

河南考上普通大学是没有问

题的，可要考取军校，分数还

差一大截。 于是，张先生利用

各种关系， 费尽周折， 花了

6

万块钱把孩子转到了甘肃某

一个偏远县城的学校。 由于儿

子在甘肃挂空籍，那一年张先

生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儿子被

查，“一年坐飞机往甘肃跑了

四趟，花钱就不说了，关键是

孩子紧张，家长更紧张。 ”张先

生的儿子于当年在甘肃参加

高考， 顺利考入了我省某军

校。

热点省份之四：内蒙古

被采访人：任女士，女儿

移民内蒙古，花费 5万元。

2006

年，任女士费了一番

周折后，把女儿的户口办到内

蒙古，挂靠在内蒙古某私立高

中，然后让女儿在郑州某中学

借读。 据记者了解，这是我市

多数“高考移民”遵循的一个

模式。 任女士告诉记者，女儿

每年都要回内蒙古参加期末

考试和会考，这样才能在当地

参加高考。“像我女儿这样的

情况当年很多，当地学校也很

欢迎， 一方面提高了升学率，

另一方面学校也赚到了钱。 ”

如今，任女士的女儿正在湖南

一所大学就读。

▲高考移民提前至初中

如今， 宁夏、 新疆、 西

藏、 内蒙古、 广西等地针对

“跨省高考” 出台了极为严格

的规定， 向西部地区移民已

基本不可行。 另一种成本更

高 的 移 民 方 式 正 日 渐 走

红———把子女移民时间提前

到初中阶段。

亮亮（化名）在天津某中

学读高三， 与其他同学相比，

亮亮无疑是幸运的。 亮亮的母

亲赵女士告诉记者， 三年前，

得知天津和上海几所示范性

中学来河南招生，她给学习成

绩不错的儿子报了名，结果顺

利被天津一所中学录取。 赵女

士介绍说，凡是经过正规考试

录取的外地学生，享有天津市

高中在校生正式学籍，可在当

地参加高考并按天津分数线

录取。 不只是天津，当年来豫

招生的几所上海中学也是一

样， 但费用较高，“在天津，一

学年需要支付

1.5

万元

~1.65

万元的学费， 还不包括住宿

费、学杂费、生活费。 上海高中

每学年需要

1.8

万元

~2.5

万

元。 ”

尽管如此，我市一些家长

依然热情高涨。 赵女士说，当

年和她儿子一同考入天津的

鹤城学子有

16

人， 这一切都

缘于低分的诱惑。“

1

分甚至

0.5

分都可能决定孩子一生的

命运。 ”赵女士这样说。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除了

天津、上海一些中学来豫招生

外，海南、重庆一些中学也曾

来豫寻找优质生源。

我市一位高中老师表示，

我们培养的优秀学生被外地

中学挖走，长此以往将影响本

地高中升学率，对我们来说是

很大的损失。 外省市中学来豫

招生，除了抢夺生源外，更重

要的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外省

市学生学费每人每年

1.5

万

元、住宿费

1000

元左右计算，

仅此一项，学校每招收

100

名

外省学生， 每年就可增收

115

万元， 同时又提高了升学率，

可谓名利双收。

对于外地中学这一做法，

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目前没有相关政策限制，

“学生迁移户口， 我们无权干

涉。 ”但是，“一些家长初中阶

段就把孩子送到外地读书，以

后谁能保证高考政策不会变

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高考移

民是一种双向选择，如果有一

天国家取消了高考户籍制度，

高考移民现象也就会消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