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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一大早，李明

全（化名）夫妇气冲冲地到吉

林省松原市招生办为儿子讨

说法。 他们的儿子李爽（化

名）在前一天上午的高考中，

考卷被后面一名考生抢走抄

袭，以至于最后未能答完题，

而且答题卡也被撕坏， 这一

科成绩受到严重影响。

李明全给中国青年报记

者看了一张成绩单， 李爽在

高考前摸底成绩是全班第二

名。“我儿子学习好啊，本来

是要考清华的， 十年寒窗苦

读，就是为了这两天，没想到

出了这事儿， 连一般大学都

上不了了， 孩子哪能受得了

啊！谁能给个说法？谁能为这

件事负责？ ”李明全在招生办

大声嚷道。他无法保持冷静，

他爱人则眼圈通红说不出话

来， 而他们的儿子此时正在

家里蒙头哭泣。

教师卖作弊器

材获利 80 万元

吉林松原， 一个古老的

东北小城，却因为高考，以一

种非常规的状态进入了大众

的视野。

6

月

7

日、

8

日， 松原市

扶余县， 记者看到， 开考之

后，一些家长就在“坚决打击

高考舞弊行为” 一类的横幅

下席地而坐， 高谈阔论中冒

出的往往是“抄”、“仪器”、

“买场”等字眼。 每场考试过

后， 都能听到有学生或喜悦

或懊丧地谈论， 刚才抄了多

少或哪个没有抄上。

一位父亲概括：“现在这

学生，啥招都使，只要能考上

就行。 ”

高考前后， 一则不大不

小的丑闻在扶余传开： 扶余

县第一中学两名教师因出售

作弊器材而被抓捕。

6

月

6

日晚是高考前夜，

扶余一中一位工作人员站在

校门口的石狮旁说， 本校两

名老师刚被抓了。 他说：“高

三的老师，组织学生买仪器，

收人家钱。 好好地教学，不少

挣！ 那俩钱儿那么好花呢？ ”

为了第二天的大考，这

位工作人员忙着清理门上贴

的小广告， 内容多数是附近

的住户或旅店招揽考生、家

长， 其中也有作弊团伙的广

告。 他说，相同位置出现过不

少卖仪器的广告。

“仪器”就是高考作弊器

材。 有的像块橡皮，有的看起

来是手表， 都能显示场外通

过无线电波传送的答案。 有

的无线耳机则像个小红豆

粒。

松原市公安局的李警官

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警

方收缴的微型耳机和发射装

置。 微型耳机直径只有几毫

米。 有一种微型口腔骨传导

耳机，不用耳朵，直接放入口

腔即可感知声音。 接收器收

到对讲机或车载电台发射的

无线电语音信号， 骨传导耳

机收到后， 使用者通过口腔

中骨骼感知声音， 不会被人

察觉。

这些作弊器材的电波能

传到二三百米左右， 发射装

置与考场之间不能超过这个

距离，在此范围内的旅店、居

民楼都可能成为作弊团伙的

藏身之所。

本报记者从不同渠道获

悉，通过出售作弊器材，涉案

的扶余一中教师几天内就获

利

80

万元左右。

该校高三

10

班一位学

生透露， 两名老师中的主谋

是这个班级的女英语教师。

6

月

3

日考生分完考场， 她就

组织“顾客”测试效果，模拟

实验他们能否正常接收信

号， 恰被省里派来的电信专

家探测出来。 在松原督查的

吉林省公安厅经文保支队张

队长告诉记者， 其中一人叫

刘艳华，另一人姓何。

但只买设备没用， 还得

另买答案。 每场开考后，场内

的人会把试卷拍照传给作弊

团伙， 场外的人组织高手团

队解题，再把答案发给考生，

整个过程大约耗时

1

个小

时。

有人告诉记者， 一台

5000

元的设备， 连同答案就

要价

20000

元。 但行情因答

案的“质量”而定。 有出售者

打包票，使用设备后，包进本

科院校或包进重点大学，考

试成绩不到本科线不收答案

的费用，过了本科线收

16000

元，超过重点线收

40000

元。

扶余三中高三教师刘芬

（化名） 的孩子今年也高考。

前几天，家里接到一个电话，

正是有人推销“仪器”。

6

月

8

日上午的考试结

束后， 记者从松原市前郭县

第五中学一位考生处了解

到， 考场上抓了

4

个使用作

弊器材的学生。但他表示，还

有很多考生带设备入场，“那

4

个只是被抓了当典型，成了

替死鬼。 ”

记者向吉林省公安厅来

松原巡查的张队长询问，前

郭五中是否有

4

名考生因使

用作弊器材被抓获， 他告诉

记者，共有

9

名。

前郭五中这名考生还

说， 场外传来的答案并不太

准。“答题的水平还是很高

的， 只是因为用摄像头传出

去的考题， 有些地方拍摄得

不太清楚， 有些数字就会计

算不准，从而影响正确率”。

“买场”———好

学生是赚钱的

刘芬老师告诉记者，有

外地学生费尽周折， 转到这

里参加高考， 虽然刘芬从没

在自己的班上见到这样的孩

子。“也许是报考这两天来考

试，我们都不知道，平时上课

时没有。 ”她说。

一位高中女生坦率地对

记者说， 外地学生之所以要

到扶余来参加高考， 是因为

“在这儿考试有手段”。 她解

释说：“可以买场啊， 只要有

钱都行。 假如说你在别的地

方答

500

分，在这儿能答

600

分。 ”

在松原， 外地人听不懂

的“买场”，就是花钱买通监

考老师和同一考场的其他考

生，抄袭他们的试卷。被收买

的老师不但可以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还可帮忙传答案，或

者放风，以免被巡视员撞见。

前郭五中一名考生说，

自己所在的考场监考并不严

格， 他就亲眼看见一位监考

老师给一个考生递纸条，假

装掉在地上，“那个考生捡起

来就抄”。

家长们感慨，“高考就是

考家长”，“学习好是赚钱

的”。 成绩不好的学生，家里

得处处花钱；成绩好的学生，

不仅可免学费、拿奖学金，还

能在高考考场上卖答案，大

赚一笔。

在同一个校园里， 五六

名考生谈论着一位卖家的叫

价：“

5

万块钱一科，而且不能

单买。 ”当中有名男生惊讶地

大喊：“

5

万块钱一科？以后创

业的钱都有了！ ”

而学校门口的一群考生

说，据他们了解的行情，买一

场在

3000

元左右，中间人会

收

1000

元。 语文由于答案不

好确定，买场现象较少，其他

三科合计

9000

元。

对于儿子的将来， 扶余

县一家饭馆的老板王锋（化

名）表现得胸有成竹。“我给

孩子运作了，” 他有些得意，

“反正我家孩子考不上的话，

这个考场就基本没人考上

了。 ”

6

月

3

日一分完考场，王

锋立即从县教育局拿到一张

单子， 上面列着儿子所在的

考场

28

名考生的姓名、学

校、模拟考试成绩单等信息。

他发现， 这个考场成绩最好

的学生，模拟考试也就在

550

分左右。“我们主打就找一

个，找那个最好的。 ”

记者问：“今年查这么

严，你们怎么运作？ ”他说：

“到里边就松了。 ”

一边抱怨生意难做，王

锋一边说：“谁家都得舍得这

一万两万的， 这十多年都拿

了，还差这一点？ ”

监考老师“不

敢太深管”

语文考试之后， 扶余三

中学生张帆（化名）走出考场

的第一件事， 是给家里打电

话。 她旁若无人地对着话筒

大喊：“我同学语文不好，让

我给她整答案， 我就整张面

巾纸，写上去了，让一个女生

传，那女生还不给传，一下子

卡住了，让一个老师看见了。

就一个老师管， 那老师其实

挺好的。 另一个老师站着不

吱声……没收卷儿？ 不可

能！ ”

当时， 那位同学坐在第

一排， 张帆将选择题答案写

在面巾纸上向前传， 不料前

面的女生不帮忙， 又给送回

来了。 张自己接纸条的时候，

那位女老师走过来，对她说：

“你老实点！ ”但老师所做的

到此为止。

松原市

俩女教师出售高考作弊器被拘

她说：“老师不敢太深管。

只要你别让巡场的看到，给老

师添麻烦。 去年有老师管得太

严，让人给揍了。 ”

很多家长也持这样的看

法。 王锋说：“监场老师都有胸

牌，你要是对我不利了，我考完

后找你。 他学习啥也不是，考

试就只能背水一战了，你敢跟

他声张？（老师）工作范围内必

然得提醒你，但你就拿他的话

别当回事儿。 ”

另一方面，那些学习好又

不愿“卖”场的学生，如果不想

被别人打扰，也可以交钱“买保

护”，就不会受到打扰。

高考期间，刘芬听自己的

学生反馈，今年监考严了不少，

有人传纸条被没收了。 但考试

第一天，刘芬的孩子就被别的

考生要答案，受到干扰，监考老

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考第一天，就有知情人

向记者反映，在松原江南考场，

清出了至少两名替考者和若干

带耳机的违纪考生。 考场上有

考生互相换卷子抄，监考老师

也不管。 记者在松原市实验高

中考场随机问了几个考生，普

遍反映“监考不严”。

同样望子成龙，中学教师

刘芬不同于饭馆老板王锋的乐

观， 她十分忧心孩子的前途。

她说，以孩子的平时成绩，如果

考风正常，谁也不抄，“本科稳

走”，但在其他考生抄袭的情况

下，就会成为可上可下的“边缘

生”。

在高考这两天，刘芬背离

了她的信条。“我对孩子说，为

了公平点，在场上你能抄就抄，

能答多少算多少。 上考场前我

就嘱咐，我说都抄的时候，你也

得回头看看， 别在那儿不动

啊。 ”

“你是从 17 题

给我发进来的”

一张皱皱巴巴的白纸上

面， 写着一组“

ABCD

”———选

择题的答案，白纸在一名黑衣

女生手上。

她对身边那位身穿粉红

T

恤的青年男子说：“你是从

17

题给我发进来的。 ”

6

月

8

日中午， 全国统一

高考综合科目考试散场不久，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吉林省松原

市扶余县第三中学考点门前，

见到了这一场景。

黑衣女生与粉衣男子同时

掏出手机，查看短信记录。 记

者从他们的对话得知，女生参

加的是理科综合考试，而男子

在考场外得到答案， 传给了正

在考试的女生。

但由于这份答案并不完

整，给女生答题造成了困扰。考

后， 他们立即讨论了一些题目

究竟该选哪个选项。

当男子念选择题第

21

题、

22

题、

25

题等的答案时， 她边

听边埋怨：“没有，没收着啊。 ”

“那我咋没收着呢？ ”

今年高考， 吉林省明令禁

止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要

求各考点采取防范措施， 这名

黑衣女生通过什么方式将手机

带入， 又如何在场内收到粉衣

男子传来的答案？ 记者无从得

知。

在松原市一些考场附近，

本报记者还找到了卖设备的小

广告。

6

月

7

日早晨，记者拨打

联系电话，佯装买货，接通后一

名男子说打错了。 但半个小时

之后， 此人又用另一个电话号

码回电，问是不是想要答案。当

听记者说就在松原， 他说：“松

原买的挺多的。 ”

这名男子说， 全套答案

15000

元， 单科数学

6000

元，

满分

150

分的科目保证单科

130

分以上， 需要配合器材使

用。他让记者在网上与他联系，

称打款后就给发答案。

记者当天上午向吉林省教

育厅、 省招生办和松原市公安

局报告此事， 希望配合警方将

犯罪嫌疑人抓获。 但当记者中

午在市公安局上网， 与那名男

子商谈打款一事时， 他已不认

账，只说记者认错了人。 当着

3

位民警的面， 记者拨打对方留

下的电话，而他竟早有准备，清

晰地喊出了记者的姓名和“中

国青年报”， 说：“你找我什么

事？”一名刚刚还在兜售作弊工

具的贩子， 怎会突然知道了记

者的姓名和单位？

松原市公安局杨大队长向

记者表示， 他们已经成立专案

组， 将以最快的速度查清这名

兜售作弊工具的贩子的底细。

据新华社长春 6 月 10 日

电（记者 王猛 周立权）记者

１０

日从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

获悉， 今年高考前扶余县两名

女教师向考生出售高考作弊用

的接听、接收工具

２７

套，涉案

金额

４０

余万元， 目前已被刑

拘。

据新华社长春 6 月 10 日

电（记者 王猛 马扬） 记者

１０

日从吉林省松原市有关方

面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当地一

考生的考卷被另一考生抢走抄

袭事件发生后，省、市有关部门

非常重视， 及时进行了调查处

理，称不会影响被“抢”考生的

答题卡上的成绩。 家长对此表

示满意。

１０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宋

朔的班主任周玉玲老师。 她告

诉记者， 宋朔的学习成绩一直

比较优秀， 在学校进行的最后

三次摸底考试中， 该生全校排

名分别为第

４９

名、 第

７０

名和

第

４８

名，如正常发挥，被一般

二本大学录取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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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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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松原高考舞弊背后
考生考卷被抢走抄袭

记者调查发现，吉林松原高考舞弊禁而不绝，不仅出现教师卖作弊器

材获利，甚至在高考考场出现考生试卷被抢走抄袭的事件。而对考场上的

舞弊行为，监考老师则称“不敢太深管”。

■核心提示

■相关新闻

吉林省调查松原一考生
考卷被抢走抄袭事件

6 月 8 日中午， 全国统一

高考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三

中学考点门外， 一名考生（左

二） 在与场外发送答案的青年

男子（右二）交流。 这位女生抱

怨自己收到的选择题答案不完

整，对男子说：“你是从 17 题给

我发进来的。 ”

� 全国统一高考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四中学考点门外， 陪考的家长们坐在一起交谈。

虽然当地“坚决打击各种高考舞弊行为”，很多家长讨论的话题还是离不开如何作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