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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40组为何会起草
一份“快报”递给教育部？全国
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长葛剑雄又为何会在联组讨
论中打破顺序“清口”提问，并
要求教育部道歉？他对袁贵仁
部长的答复是否满意？

7日，教育界联组讨论后，
葛剑雄接受了记者采访。

5年来首次

启用“快报”

葛剑雄表示，两会之前他已
经接到考生通过微博反映的考
研英语中可能存在泄题现象。

“我说马上要开两会了，并
且通过有关部门了解到，公安
已经介入了，既然已经在进行
查了，肯定是有个过程的，因此
决定在两会期间提这个事。”

葛剑雄说，“没想到小组讨
论上王东林委员也提了这个问
题，我说本来我正要讲这个事，
所以我们这个组决定以‘快报’
的形式报给政协大会。”葛剑雄
特别强调，“这个形式我们5年
来第一次启用。首先表示，这是
重大的，第二是紧迫的信息。这
个快报昨天肯定已经到了教育
部袁部长那里。”

期待教育部

最后道歉

在葛剑雄提出的四点要
求中，明确要求教育部向考生
和公众道歉。但在袁贵仁部长
就此事做出的回应中，并未涉
及“道歉”二字。

在回答对袁贵仁部长答
复“是否满意”的问题时，葛剑
雄表示基本满意，但最终要看
落实。“任何许诺如果不落实，
再好也没有用。”

关于“泄题”事件，他表
示，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
次了，从来没有教育行政部
门、管理部门道歉。

“我还会跟教育部门沟通，
至少在这个事件最后公布解决
的时候，教育部门应该做出更具
体的道歉或表态。不但是教育公
平，还有社会影响，研究生考试
是国家重大考试，这个事情如果
出了问题，对社会公平有巨大冲
击。”在说这句话时，这位年近古
稀的老人满头大汗。

回应教育改革：

有的政策可能

10年之后才出效果

7日上午，安排进行
发 言 的 委 员 一 共 有 1 0
位。

记者梳理发现，委员
们发言内容涉及落后地区
和留守儿童教育的 2个，
涉及民办教育的有 2个，
教育投入的有 2个，学科
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有 2
个，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
1个，高校改革的1个。

在这些发言中，很多
委员聚焦现行教育政策的
不完善之处，或迫切希望
出台有关领域的新政策。

最后一个讲话的袁贵
仁说，教育是一个民族的

根本事业，也是个周期比
较长的事业，即使出台政
策也不可能马上见效，“有
的可能 10年之后才出效
果，但是这就是小平同志
强调的，教育方面的领导
是需要成熟有远见的，不
能天天有大跃进、新举措。
一项举措坚持10年20年，
坚持50年就能见效，需要
我们全面把握轻重缓急、
利弊得失。”

袁贵仁说，现在我国
在校学生有2 . 6亿，“教育
要积极热情，也要稳妥求
实。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
责，对中华民族负责。”

答复葛剑雄追问：

泄题案侦查工作已取得进展

在10个委员发言结束
后，有关部委领导发言前，
还有一个小插曲。

“昨天我报名两分钟
的发言，我现在要说！”坐
在会场角落里的全国政协
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长葛剑雄在主持人介绍部
委领导发言时，突然站起
来“清口”说。

随后，一个麦克风被
递到葛剑雄手中。

葛剑雄陈述了教育界
40组在一天前给教育部发
的“快报”，反映在今年1月
举行的研究生考试中有考
生反映英语科目可能泄题
的情况。

他提出四点要求，查

清真相并公布；教育部主
管部门向考生和公众道
歉；妥善处理后果，保证教
育公平，弥补考生损失；清
除积案，公开结果。

“即使剑雄不提出来，
我也会给大家说目前能公
布的程度。我们也会适时地
发布信息。”在20多分钟的
讲话中，袁贵仁用了15分钟
来回应这份以最快速度传
递给教育部的“快报”。

袁贵仁表示，完全赞
同委员们要求公布该事件
进展的要求，目前公安部
门已组织专门力量，侦查
工作正在进行，已取得较
大进展。

“谁出现了问题，不管

是社会人还是教育系统的
人，还是命题人，一律负法
律责任。没有必要原谅，没
有必要替他说情，涉及到
教育部的领导，一律按法
律办事。”袁贵仁严肃地
称，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
定考试法。

他还透露，2012年有
150余万名考生参加研究
生考试，当场抓获作弊者
5000多人。目前已对研究
生考试的150余万份考卷
全面普查，查找雷同卷，对
重点疑似人员加大复试，
尤其是外语成绩测试，“我
们只要核准有证据证明学
生参与，都要责成学校对
其进行处分。”

自“两会”开幕以来，袁
贵仁频频被媒体记者问及
教育部对“异地高考”政策
出台的设想和时间表问题。

“ 请 问 您 ，异 地 高
考……”7日，联组讨论结
束后，被蜂拥而上的媒体
记者堵在桌前的袁贵仁再
次面对该问题。

“异地高考方案具体

是什么？”
“办法现在不能告诉

你，我们只是大的方向。我
再给你说，我不同意异地
高考这个词，其实是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政
策。”当有记者再次提到

“异地高考”四个字后，袁
贵仁忍不住“开腔”。

据了解，此前袁贵仁

曾经就“异地高考”一词
“纠错”，他指出，所谓的异
地高考其实是一个专有名
词，指的是不在这个地方
上学却在这里参加高考。
而目前要解决的是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的高考问题，
指的是父母在这里务工达
到一定年限，孩子在这里
上学能够就地高考。

7日，北京会议中心的教育界联组讨论现场，

100多把椅子组成的超大阵势显示出这场讨论的

与众不同。

9点，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准时步入会场，列席

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等。

不管是委员们颇具挑战意味对现行政策的

质疑，还是针对教育现象风趣的反思，甚至有委

员打断发言程序中途站起提问，袁贵仁对被要求

回应的焦点问题均给予了回应。

葛剑雄:

对答复
基本满意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刘红杰

3月7日发自北京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

“教育4%”，要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刘红杰 3月7日发自北京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
在教育界听取讨论时表
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达到4%。无论是中
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落
实 4%这个任务还是很重
的，4%只是一个起点，关
键是怎么把教育经费使用
好，把钱花在刀刃上，这需
要制定各种政策和措施来
保障，加强对学校预算和

基础财务的监管。
张少春说，在监管上，

首先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
基础工作，现在经费到了
下边，经费增加了，但管理
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很
多新闻媒体曝光，有些地
区，学校单位存在浪费、截
留、挪用、虚报现象。将来
还要加强用信息管理的手
段和技术支撑对学校基础
管理工作予以保障。落实

4%和使用好4%任重道远，
要把好事办好，把钱真正
花出效益。

“目前，在整个经费使
用结构方面要处理好几个
关系。在各级各类教育上，
经费的宏观结构要有所把
握，从学前一直到研究生
教育，基础教育要在整个2
万多亿教育经费中占什么
比重，大学、职业教育应占
什么比重？有些短板亟待

加强，比如说学前教育、职
业教育，需要我们在投入
中做好设计。”

张少春透露，中央经
费在向地方转移支付过程
中，要重点在区域结构上，
对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财政部副部长张
少春。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摄

葛剑雄：我要求教育部道歉
袁贵仁答复考研泄题，称现场抓获5000多名作弊人员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刘红杰 3月7日发自北京

葛剑雄起立发问。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摄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摄

关于“高考新政”：

“异地高考”是指随迁子女就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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