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花样翻新的“ 高考移民”

重庆：

31名假民族考生被取消高考加分

■可怕的 11％

按照教育部“阳光招生”

有关规定，重庆市招办从

５

月

２５

日起，在招办公众信息网上

公示了全市

２００９

年高考招生

各类加分考生资格名单，

６

月

９

日，高考结束第二天，重庆市

教委、重庆市招办、重庆市市

长信箱、重庆市政府信访办等

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称巴蜀

中学在今年高考报名中弄虚

作假，有

２００

多名学生以民族

聚居地少数民族考生身份报

名获取加分，并且主要集中在

巴蜀中学文科

１

班、 理科

３１

班、理科

３２

班三个“实验班”。

这一消息随即引起接访部门

的重视。

根据《重庆市

２００９

年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办

法》相关规定，重庆市少数民

族自治县（含民族乡）的少数

民族考生可享受

２０

分的高考

加分照顾；散居在汉族地区的

重庆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

自治县的汉族考生，如报考重

庆高校，则可享受

５

分的高考

加分照顾。

重庆市监察局立即牵头

组织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民

宗委、重庆市教委和重庆市招

办组成联合调查组，就此进行

调查。“不仅仅针对巴蜀中学，

也对其余

６

所重庆市直属中

学民族生的身份进行核查。 ”

重庆市招办主任邱可说。 根据

在学校和重庆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等地的实地调查结果，重庆

巴蜀中学有

７７

人享受聚居地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其中

６

人民族身份存在问题。

调查组发现，除了信访中

涉及的巴蜀中学，还有

５

所市

直属中学有民族身份存在问

题的考生：

重庆一中享受聚居地少

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的学生

５０

人，

８

人存在问题； 重庆南

开中学

３１

人，

８

人存在问题；

重庆八中

２１

人，

２

人存在问

题； 重庆育才中学

２３

人，

１

人

存在问题；四川外语学院附中

１３

人，

３

人存在问题。

据此统计，在重庆直属学

校中，有约

１１％

的少数民族考

生的民族身份存在问题。

■层层关卡，难

卡隐形作弊

重庆市联合调查组介绍，

成功违规变更考生少数民族

身份的原因有四种：

一是个别家长和有关人

员法纪意识淡薄，违规从异地

迁移考生户口到聚居地并更

改民族身份；二是少数区县个

别户籍管理单位把关不严，违

规将散居地民族考生户口迁

移到民族聚居地报名参考；三

是个别区县有关部门把关不

严，将不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

地区的汉族考生民族身份变

更为少数民族；四是个别县的

少数民族乡成立时间短，制度

不完善，审批不规范。 由于变

更方式、方法隐蔽、分散，这些

行为未被及时发现。

违规更改民族身份获得

高考加分资格的作弊方式，真

的隐形到难以察觉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首先， 未经地市级以上民族

事务主管部门审核统一和地

市级公安户政部门审批， 公

安派出所不得办理公民民族

身份变更手续； 其次， 考生

在高考报名时， 居民户口簿

与居民身份证内容必须一致。

照此规定， 试图更改民

族身份的考生或家长， 需要

伪造父亲或母亲的民族身份

证明， 通过民族事务主管部

门的审查， 经公安部门审批，

同时更改考生的户口薄和身

份证， 在高考报名点老师的

监督下， 报名参考， 获得加

分资格。

然而，

３１

名民族身份存

在问题的考生， 却顺利获得

加分资格， 层层关卡在他们

面前形同虚设。

■还有多少隐

形作弊正在进行？

据介绍， 重庆市联合调

查组已掌握了对

３１

名考生变

更少数民族身份所涉及的相

关人员， 市委、 市政府已责

成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待

分清责任后， 将严肃处理责

任人。

记者注意到，在重庆联合

调查组的原因分析中，多次出

现“违规”、“把关不严” 等字

眼。 这传递着一个信息：违规

变更高考考生民族身份，是一

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手握

权力者的渎职。 多次出现的

“违规”、“把关不严”、“审批不

规范”等内容，“个别”、“有关”

等字眼，巧妙掩饰了是哪些户

籍管理单位、哪些区县和部门

在隐形作弊。 （茆 琛）

由于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青海省以及西部其他一些地区多年以来一直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年年能查出

大批“高考移民”。 而随着各地防控力度的加大，“高考移民”弄虚作假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的“高考移民”，青海省政府探索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从源头开始查控各环节，并设立严

格的责任追究制。

■面对花样翻

新的“高考移民”,西

部省份防控压力大

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由于各地客观存在的高考“分

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我国

教育发达地区的一些考生往

往采用转学、迁移户口等教育

部明文禁止的方法，到教育欠

发达地区应考，给这些省份的

正常招生工作带来了不利影

响。 人口不足

６００

万人的青海

省，由于高考录取分数相对较

低，成为近些年“高考移民”流

入的重点地区之一。

据青海省招办副主任尚

玛介绍，目前我国高考实行分

省区招生， 青海分数线比较

低，这是国家对欠发达和民族

地区的照顾。 青海省每年录取

名额是很有限的，去年清华大

学在青海的录取人数仅为两

名。 如果被“高考移民”挤占，

这对那些在高寒缺氧、贫困落

后条件下坚持学业的青海考

生是很不公平的。

多年来，为了防堵“高考

移民”， 青海省出台了严格的

规定： 在青海报名参加高考，

考生必须有常住户口；在外借

读的考生，其父母必须在青海

工作并有青海常住户口，方可

报考省内外各高校；凡户口迁

入青海但在青海无直系亲属

的，高中阶段必须在青海就读

三年，方可报考省内普通大专

院校。 每一位考生都将经过

５

次审查：

１２

月份注册期间、

６

月份报名期间、 分数线划定

后、录取时、录取结束。

但即便有如此严格的规

定，

２００８

年青海仍然曝出“移

民状元”事件。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普

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进入录

取阶段，有媒体曝出，青海当

年的文科状元是“高考移民”。

这为青海本已火热的高考招

生录取工作投下了一颗重磅

炸弹。 后经查明，这位王姓女

生不仅通过各种关系，开具假

的户籍、学籍证明，以青海黄

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中学学

生身份顺利在青海参加高考，

而且还以牧区少数民族考生

的身份享受了

３５

分的政策性

加分，最终以

６５５

分的高分摘

取了青海省文科状元头衔。

记者从青海省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了解到， 近年来，青

海省招生部门每年都能查堵

出几十名到上百名高考移

民。

尚玛说，随着相关部门查

控力度的加大，“高考移民”的

花样也不断翻新。 采取“搭桥”

落户、“空挂” 户口或学籍，隐

瞒真实身份、涂改在青海落户

的手续等手段，一些“高考移

民”甚至持假学籍、冒用青海

考生身份报考。 这些给封堵

“高考移民” 工作带来了很大

困难。

■自上而下，

青海探索长效联动

机制

据青海省招办宣传科工

作人员介绍，

２００９

年青海高考

报名启动户籍、学籍“双认定”

的方式，对学籍、户籍的联合

集中审查将邀请同级监察机

关派员进行监督。

在高考户口审查中，各级

公安机关也将进一步规范户

口迁移程序和手续，堵塞户口

管理工作中的漏洞。 同时，采

用网上审查与手工审查相结

合、青海省内户口审查与省外

户口迁入审查相结合的方法，

对参加青海本年度高考的考

生户口逐一审查。 对报考资格

审查合格的考生要在学校和

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群众和考

生的监督。 重点审查在省外借

读、高中中途转学、在省内中

学空挂学籍、 变更身份证号、

隐瞒真实身份、涂改在青海的

落户手续、 冒名考试等情况。

同时，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全程

参与、督查。

青海各级地方招办及相

关部门还探索创新了许多行

之有效的工作办法。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针对与甘肃相邻、流动人

口多、移民多等造成的生源复

杂情况，将学籍管理从初一年

级起建档，既起到遏制“高考

移民”作用，又能够使农民工、

常年外来经商者等及早了解

高考政策，避免临考前高考家

长因对高考政策不了解影响

子女学业。

另外，民和县公安部门还

利用集中开展违规户口整治

的契机， 采取民警进村走访、

协查等方式清理各种“搭桥

户、空挂户”。

民和县招办主任密维才

介绍说，招办利用初二会考的

机会，给每一个学生编一个会

考号，带入初三及高中。 这样

让“高考移民”难以中途转入

或“空挂”学籍。 同时，学校转

入学生必须由校长和招办负

责人签字，以利于控制学生人

数和流动。

据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招办主任邹应珠介绍，大通县

实行会考证、身份证、户口簿、

考生学籍、考生本人“五对照”

的审查方式。 特别审查身份证

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户口中

姓名、民族、身份证号是否与

本人相符。 经审查核实符合条

件者填写《青海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报名资格审查表》，做

到考生学籍档案、户口簿和表

格内容的填写完全一致，并按

“报名资格审查———采集考生

信息———网上报名签字———

照相———打印登记表———确

认签字”的程序进行进一步确

认，并在校园内和班级进行公

示，自觉接受群众和其他考生

的监督。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是

２００８

年“移民状元” 事件

的发生地， 为防止此类事件

的再次发生， 黄南州和尖扎

县加大了整治力度。 尖扎县

公安局召开各派出所所长、

户籍管理员专门会议， 历时

３

个月对全县户籍进行了重新

登记造册， 加强规范管理。

并细化工作流程， 出台高考

资格审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特别是高考报名资格审查流

程表， 把责任人从公安、 招

办、 纪检落实到考生家长及

其单位和考生本人。

日前， 青海省招办在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 将各地行

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加以总结，

并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

■治理“高考

移民” 还须采取综

合措施

教育专家指出， “高考

移民”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教

育招生秩序， 人为地抬高了

迁入省份高考的录取分数线，

还挤占了当地考生宝贵的入

学名额， 破坏了社会公平原

则。 要防止高考移民的发生，

必须根本上缩小区域间的高

等教育资源不均衡， 但这是

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

此防堵“高考移民” 还需建

立法制手段。

兰州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唐远雄认为， “高考移民”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其外有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

内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

靠教育考试部门自己难以治

理。 青海省各部门联动， 同

时引入纪检监督机制， 层层

分解落实责任。 同时向社会

开放信息， 借助公众力量监

督， 既是尊重每个考生和家

长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

权、 监督权， 也使管理部门

的公信力提高， 是治理“高

考移民” 的一剂良方。

同时，唐远雄建议，解决

“高考移民” 的第一步是地方

政府加大投入，逐步扩大本地

高等教育的资源。 第二步是规

范户籍制度，打击中介组织非

法迁移户口的行为。 第三步是

进一步加强报考资格审查管

理，加大对徇私舞弊行为的打

击力度。 （马千里 姜辰蓉）

6 月 23 日，为期一个月的重庆市 2009 年高考招生各类加分考生资格名单公示期结束。经群众

举报，31 名享受聚居地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考生民族身份存在造假问题，其加分资格被取消。

6 月 22 日下午 5 时 30 分，离重庆高考成绩公布还有两天时间，离高考招生各类加分考生资格

名单公示期结束仅有一天，重庆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 2009 年高考招生少数民族加分

问题的调查结果。 一度在网络中被热议的“重庆巴蜀中学 200 多学生以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考生

身份报名获取加分”经调查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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