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多部门联合打击高招诈骗

有关数据显示，今年报名

参加高考的人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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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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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处于持续增长的高考

报名人数为何下降？

分析人士认为就业难是

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位农村家

长说：“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

农村孩子不如早点学门技术

或者去打工。 ”

但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

司长姜钢对记者明确表示，人

数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适龄

升学人口在下降。

山东省高考报名人数下

降幅度较大。 据了解，这个省

今年报名人数为

７０

万人左

右，比去年锐减

７

万多人。 采

访中，该省教育部门及学校都

承认，今年放弃高考群体的人

数呈明显上升趋势。 他们认

为，适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是

重要原因，但就业形势的严峻

同样也是重要因素。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民族

中学副校长宋文新表示，高中

生弃考是觉得升学无望或对

大学毕业后就业感到迷茫。

熊丙奇表示，报名人数下

降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除了适龄考生减少和就业

形势严峻之外，出国留学学生

增多和新课改使得复读生减

少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位教育专家提醒，不管

就业难是不是高考报名人数

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社会上有

关“读大学不管用”的议论值

得关注。不少家庭为了孩子的

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倾

其所有，孩子毕业后却找不到

工作， 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

让他们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怀

疑，这是值得警惕的。

报名人数减少：是否缘于就业难？

今年高考四大热点话题
□“新华视点”记者 蔡玉高、吴晶、张晓晶

今年高考加分

政策规定如何？ 10

省份新课改高考能

否取得预期效果？

半数以上省份实行

平行志愿对考生有

何利弊？ 什么原因

导致高考报名人数

不增反降……2009

年高考即将到来之

际， 记者就这些社

会关注的问题走访

了教育主管部门、

专家、学校和家长。

高考在即，“浙江高考航

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

庭” 的报道将饱受争议的高

考加分政策， 再一次推到了

风口浪尖上。 很多人对高考

加分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

有专家甚至呼吁取消高考加

分政策。

采访中，很多家长、老师

向记者表示，如果不能保证公

平运作，加分政策还是取消的

好。上海市大同中学化学特级

教师杨捷说，教育部门的加分

政策是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

发展，同时也是高校选拔多元

化体系的需要。

然而， 好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却走了样， 一些有权有

钱的家长想尽办法来帮助子

女获得加分， 这直接损害了

教育公平。 因此， 如果没有

好的保障制度， 加分政策不

如取消。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近日表示， 教育部将进一步

规范高考加分项目的设置，

到底哪些项目可以加分， 应

该值多少分， 都会进一步研

究， 同时明确严守标准， 宁

缺毋滥。

海南、重庆、北京等地先

后对加分政策进行了梳理，或

取消了部分加分项目，或降低

一些项目的加分比重； 浙江、

湖北等地表示对加分的学生

进行公示，以防止作弊。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

长姜钢表示，对符合条件的加

分学生进行公示， 否则无效；

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我们希

望通过加分政策，使真正学有

所长的学生的才华得到施展，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他如

是说。

高考加分政策：能否保证公平运作？

今年将有辽宁、 天津、福

建、安徽、浙江

５

个实施新课

改后的省份第一次进入新课

改高考， 加上以前的山东、广

东、海南、宁夏、江苏

５

省区，

全国共

１０

个省份实施新课改

高考。

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和

现实的诸多原因， 本应作为

手段和工具的考试却成了教

育教学的内容和目标。 往往

用考什么来决定教学内容，

把高考作为评价教育的终极

结果， 这是目前教育存在的

最大缺陷。

针对这一缺陷，我国实施

了新课改。教育部考试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新课改的目的

在于“减轻学生负担”， 打破

“一考定终身”；以培养学生主

动学习与探究为目的，将学习

科目扩展到社会、人文、技术

等领域，增加对考生的综合素

质评价。

不少学校和家长表示，以

前高考是“一锤子买卖”，现在

把一次性考试变为过程性评

价， 这对学生的考察更全面、

更立体、更客观。

然而，新课改也遇到不少

非议。

２００８

年高考中，江苏进

行了“高考成绩（语数外三门）

＋

学业水平测试

＋

综合评价”三

位一体的录取改革。当年的一

些高考高分考生因为在学业

水平测试的某些科目中未达

到一定的成绩，最后无法进入

名牌高校，这引起该部分学生

家长的强烈不满。

“现在说减轻负担和打破

‘一考定终身’还为时过早。 ”

江苏的一位高三学生家长表

示， 新课改的方向肯定是好

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给学生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本来是为

了减轻负担，但最终却使得孩

子新、老教材一起学，各门功

课都要精，压力太大了。另外，

以往是一次高考，现在却还要

加上学业水平测试，这无异于

两次高考。“新课改到底怎么

改，还是要多听听学生和家长

的意见。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

奇则强调，新课改高考的改革

必须配备制度性保障。一旦高

中学校在学业水平测试和综

合素质评定这两项重要指标

的考评上， 无力做到公正、诚

信和透明，那将会适得其反。

在湖南、 江苏、 上海、浙

江、辽宁等

６

个省份实施平行

志愿投档录取模式的基础上，

２００９

年我国新增河北、 吉

林、 江西等

１０

个省份进行改

革试点， 全国实行平行志愿

的省份考生人数达到了“双

过半”。

２００８

年起， 教育部开始

推行高考平行志愿的投档录

取方式，这种方式以分数优先

填报志愿。而以前高校招生主

要看第一志愿，因此考生和家

长在填报志愿时顾虑重重，一

旦志愿填报不当，就可能造成

高分却上不了好学校甚至落

榜的后果。

平行志愿的特点则是“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即先看分

数再看志愿。 具体而言：第一

步，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顺序排序。 第二步，每个考生

投档时，按志愿中先

Ａ

学校，

再

Ｂ

学校， 再

Ｃ

学校的顺序

检索，以此类推。

姜钢表示， 平行志愿投

档是为了缓解考生志愿填报

的压力和风险， 提高了考生

志愿满足率和招生工作的透

明度。

但是， 降低风险并不意

味着就没有风险。 杨捷指出，

对于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来

说， 平行志愿并没有更多地

增加他们进入好学校的机会，

规避风险的最好方式就是平

行志愿要有适当的“梯度”，

将最理想的学校放在前面，

而最后一所学校则要选择把

握大的。

平行志愿：能否降低填志愿风险？

新课改：能否“减负”、淡化考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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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考

新华社郑州 ６ 月 ３ 日

电（记者 郭久辉）针对历年

高考、 高招中出现的种种诈

骗行为，河南省教育厅、公安

厅、 监察厅联合成立打击招

生考试诈骗活动办公室，协

调有关方面集中开展工作。

为使广大考生了解高考招生

相关政策， 提高防范诈骗的

能力， 通告特别警示考生及

家长注意六方面问题：

一是高考有严格的管理

程序和组织纪律。 高考试题、

答案在考试结束之前属国家

绝密级材料。 所谓在考试之

前和考试期间直接或通过网

络、 手机短信等形式提供考

题和答案的，均为诈骗行为，

广大考生及家长切莫轻信上

当。 通过制作假准考证、假身

份证代考的， 属于严重的违

法违纪行为，将受到惩处。

二是高校招生全部实行

远程网上录取， 所有录取事

项均由省招办和招生院校通

过国家统一的招生网络进

行。 高校无权委托任何个人

或中介机构参与招生录取。

凡以高校招生“代理人”或

“定向培养单位”等名义进行

的所谓代办、代招行为，都是

非法的、无效的。

三是所有招生计划均在

招办编制的招生专业目录中

向社会公布。 高校招生计划

的调整， 包括录取期间增加

的招生计划， 均由高校与省

招办在网上进行。 所谓的“小

计划”“内部指标”和“花钱买

指标”或“可以降分录取”的

许诺，都是欺骗行为。 凡是在

全省常规录取结束后收到录

取通知书的，要认真鉴别，慎

重对待。 发现贩卖、购买录取

通知书的， 要及时向有关部

门举报。

四是网上录取结束后，

录取名册由省招办打印、 加

盖录取专用章并直接寄往各

招生学校。 高校依据省招办

备案的录取名册， 签发加盖

学校公章的录取通知书并寄

给考生。 考生在接到录取通

知书后应上网或到市 、县

（区）招生考试服务大厅进行

核对。

五是高校招生收费项目

和标准均经省物价、 财政部

门批准， 并在招生专业目录

和高校招生章程中公布。 所

有费用由考生直接向学校交

纳。 凡以个人或中介机构名

义收取所谓押金、扩招费、定

向费、赞助费的，均属违规、

违法行为。

六是高校招生工作实行

“阳光工程”，严格执行“六公

开”。 即：招生政策、高校招生

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 招生

计划、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

申诉渠道、 重大违规事件及

处理结果等一律向社会公开。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 日

电（记者 吴晶）

2009

年高考

在即， 各项部署工作已基本

就绪。 教育部负责人

2

日表

示，在确保平稳、安全实施的

同时，

2009

年高考在招生计

划、打击舞弊、信息公开、考

生志愿填报等政策服务方面

均有完善。

中西部地区录

取机会增加

今年高考招生将继续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

度， 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逐步趋于均衡化。 具体

措施主要有：组织实施好“支

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

划”，由上海、江苏等

14

省市

面向山西、内蒙古、安徽、河

南、贵州、甘肃等升学压力较

大的中西部

6

省区对口招生

6

万名，使这些省的录取率增

幅均高于全国录取率平均增

幅；启动“中央部门高校区域

协调计划”。 要求中央部门高

校继续降低在属地安排的计

划比例， 新增的及从属地调

出的所有协调计划一律投向

中西部生源大省。

有针对性打击

高考舞弊

今年要加大力度， 重点

查处严重违规的大、 中学校

在校生、 公职人员和教育系

统人员。

2009

年教育部普通

高校招生规定明确， 对高中

非应届毕业生报考、 在高考

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 由他

人代考或替他人考试的，不

但取消今年录取资格， 还要

取消下一年度报名资格，违

规参加高考的在校大学生要

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

开除学籍。 对指使、组织或参

与组织“高考移民”活动、高

中非应届毕业生或高校在校

生参加高考、 群体性考试舞

弊， 属教师或教育系统人员

的，取消其工作人员资格、撤

销职务并给予调离工作岗位

或开除公职等党纪政纪处

分；属社会其他人员的，通报

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建

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相应

处罚。

高考信息全程

公开

教育部不断充实和完善

国家、省、校三级“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 今年重点规范了

保送生、 艺术及体育特长生

等特殊类型招生， 认真落实

程序和标准公开、 资格和结

果公示。 截至目前， 教育部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已公示

保送生、 自主选拔录取资格

生、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特长

生共计

59537

人。

同时， 教育部继续开展

以打假治乱为重点的高校招

生环境综合治理， 对严重违

规的高校，将给予限制招生、

暂停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

证的处理。

平行志愿投档

确保稳妥

教育部表示， 平行志愿

投档有效缓解了考生志愿填

报压力和风险， 提高了考生

志愿满足率和招生工作透明

度。 有关地方和高等学校已

经做了周密安排和演练，确

保把这件有利于考生的好事

办好。

据悉， 教育部在高考后

将继续举办“全国普通高校

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省级

招生管理部门、 教育部直属

高校、“

211

工程”院校、大多

数跨省招生的本科院校及香

港地区高校将为考生在线咨

询。

高考在即 各项部署基本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