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录
取率”是首先提出的“主要任务和措
施”。这句话足以让山东学生和家长
感到振奋，因为它指向了“促进公平
公正”这一招考制度改革的核心价
值取向。

众所周知，教育公平对每个人的
前途影响深远，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不能因

为户籍所在地、家庭贫富等先天条件
的不同，让人面对差别化的待遇。也正
是因为当前高考招生录取规则中存
在着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此次《意见》
的出台令人充满期待。

对于人口多但高等教育资源相
对较少的省份来说，高考是个“说多
了全是泪”的话题。“军事化”管理的
高中，价格居高不下的学区房，暗示
着可办理“高考移民”的广告牌子，
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问题的关
键就在于高校现行的录取规则，尤
其是名额划分上的“属地倾向”。从
历年情况来看，特别是名校集中的
京、沪等地，本科录取率明显偏高，
随之而来的是“异地高考”政策难

“落地”以及随迁子女教育无法破
题。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社
会公平的实现。

不过，也有人为这种“属地倾
向”辩护，最关键的依据就是“校地
共建”的办学模式。应该承认，属地
给高校提供了建设用地，地方财政
也多有支持，但这些“投入”可以通
过人才资源的引进、消费市场的拉
动收到回报，而高校特别是名校对
当地文化氛围的积极影响更是难以
估量的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属地
倾向”利于一地，教育公平利在全
局，此次公布的《意见》将“改进招生
计划分配方式”列为第一条主要任
务，无疑给这种观念上的争执做出

了最权威的结论。
当然，改进招生计划只是一个

方面，通读《意见》全文，处处体现公
平。“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
项目”，给了所有考生公平的“起跑
线”；“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
数”，针对的是“寒门难出贵子”；而

“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
份”，则是用于消除“地方卷”对于地
域间不公平的掩饰……我们关注这
场自“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的最系
统的改革”，不光要读懂每一条改革
措施，更要看清其中蕴含的价值取
向，诚如教育部副部长在新闻发布
会上所说，“公平公正是生命线，也
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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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公平是生命线”点明了方向
———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系列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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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新华社发布的一则任免消息通
知显示，62岁的袁纯清不再担任山
西省委书记，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取而代之的是小他
一岁的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

这未必是袁纯清想要的新起
点，在凤凰网当日下午火速出炉的

“晋官四年”专题里，“再造一个新山
西”作为袁纯清空降山西后的最大
愿景被反复提及。而时政关注者们，
则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1日凌晨发
布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之三：权力就是责任
责任就要担当》中，读出了“再造山
西”戛然而止的味道。

“党委、纪委是领导和被领导的
关系，不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其
实就一句话，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

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
你的责任。”

联想到山西晋能集团董事长刘
建中、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
中等此前已被调查的当地商界大
佬，财新传媒用反问的方式点出两
个场域间的关联：“近年来全国罕见
的山西政商地震背后，是晋官真的
难当，还是政商间缠夹不清的特色
政治生态所致？”

素喜从法制视角观察政治生态
的财经网用一篇评论给出了回答：
煤炭作为政府手中掌控的自然资
源，为山西官商的结合提供了丰饶
的土壤。以煤炭为核心资源的山西
资源型经济，以权力和资本联姻为

标志，两者的结合打造了一个官商
高度一体化的山西帮，他们互帮互
助，形成了一个高调的财富帝国和
一个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王朝。

这种状态的存在也引起了央媒
的警惕。在人民网那篇流传甚广的《山
西官场震荡带来三点警示》中，“千万
别心存侥幸，中央已下定决心”、“为官
千万别想发财，政商交往应有道”“‘圈
子化’泛滥会毁了政治生态”等措辞强
硬的语句比比皆是，直指山西政商畸
形生态的症结，像是为袁纯清的“再造
山西”之难痛切省察。

而新华社的评论则着眼于为新
官出谋划策，“调整意味着转折，教
训用好了就是财富。要把这次调整

作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转折
点。从山西面临的情况看，当务之急
是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希望山西
省委新的领导班子在反腐败问题上
更加旗帜鲜明，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这也是公众对王儒林履新山西
的期待，在各家媒体对这位新任山
西省委书记的介绍中，他主政吉林
高度重视反腐制度建设，此轮反腐
风暴中吉林尚无高官被查，成为被
反复引用的信息。

不过，对于山西来说，反腐只是
“刮骨疗毒”中的刮骨阶段，至于疗
效如何主要看机制有无根本改变。
正如新华社指出的，资源领域往往
是腐败的重灾区，当权力支配资源
又不受制约时，腐败必定大行其道。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全面深
化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
资源配置在阳光下运行。

晋官来去葛舆论场

在过去一周里，山西因为数名省委常委的相继落马，成为全国人民
关注的焦点。而一系列人事变动的高潮，则非省委书记的更迭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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