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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答案都是由一家名为启明
高等学历教育中心的机构发送的。它
的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按照小杨给出的地址，记者来到
了位于历山北路的启明教育，但是早
已人去楼空，根本找不到一个人。

随后，记者以考生的名义，加入
了启明教育的QQ群，通过与群主私
聊，获得了启明高等学历教育中心一
名张姓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是通过内部
关系弄到的答案，而且保证是标准的
正确答案，价格两千元一科。“可以先
付一半，等到考上了再全部付清。”

当记者提出想上门交钱的要求
后，该负责人称，“我们从事的并不是
可以公开的生意，你明白的。”

随后，张姓负责人催促记者向他提
供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尽快交纳定
金。记者以考虑两天为由挂断了电话。

考考试试没没开开始始，，““答答案案””就就出出来来了了
专升本考试被疑泄题，主管部门表示已开始调查

3月28日至29日，是我省专升本考试的日子。数万学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踏入
了考场。可就在这两天，一些声称是考试答案的信息在考生中广泛流传，引起了考生
和家长的担忧。这些答案是真的吗？谁泄露了这些答案？又是谁在损害考试的公平？

对此，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度重视，并已请有关部门帮助调查。目前，此案正在
侦查过程中，一旦查实，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小杨来自江苏，在济南上学，是

一名大专生。为了在未来找个好工
作，他决定参加专升本考试来改变命
运。

“自从决定专升本后，我每天都
是早晨天还没亮就起床看书，到凌晨
才休息。几乎一整天都泡在图书馆。”
精心复习半年的小杨对即将到来的
考试信心满满。

28日是考试的第一天，小杨怀着
忐忑的心情走上了考场，开始了第一
场计算机考试，时间是从8点30分至
10点30分。

考试开始后，小杨就觉得不对
劲。“同场的考生答题速度很快，而且
他们都面带笑容，不像放弃考试的样
子。”小杨回忆道，在考试进行十分钟
后，就有许多考生交卷，面带笑容，眉
宇中透露出说不出的兴奋。

10点30分，第一场考试结束，小
杨走出考场后，迫不及待地询问早交
卷的同学。一位同学告诉他，他们之
所以答得这么快，是因为有人提前向
他们发送了答案。“他们说今早6点
35，就通过手机收到了答案。”小杨说
道。

不相信答案泄露的小杨又询问
了几个同学，他们向小杨表明，他们

在28日上午6点35分也收到了带着答
案的信息，并向小杨出示了答案的截
图。

从小杨提供的截图中可以看出，
这些答案都是出自一家名为“启明高
等学历教育中心”的教育机构。涵盖
了填空题、选择题等多种题型。

无独有偶，来自安徽的小葛也遭
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小葛也在济南启
明高等学历教育中心培训，报的是
v ip班，九个月花费了12800元。据
他介绍，济南启明教育的培训教师
曾经说，启明教育可以在考试前或
者考试中通过手机的4G通道发送
答案，信号不会被屏蔽，不过要多收
钱。小葛当时以为是培训机构借机收
钱，对此没做任何反应。

28日上午，小葛的同学也收到了
带有答案的信息。不仅如此，还有在
临沂、菏泽的同学对小葛说，他们所
在的考场根本就没有收手机。

“下午3点半左右，我有些同学也
收到了英语的答案。”小葛对记者说，
有些同学告诉他，这些答案是他们以
一科两千元的价格从培训机构购买
的。这些购买答案的同学，也不能确
定答案是否是正确的。

培训机构 “通过内部关系拿到的答案”

考生 早晨6点35分便接收到了答案

可可能能是是培培训训机机构构骗骗钱钱的的噱噱头头

考生收
到 的 答 案 信
息。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摄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本报记者 王光营

炒炒货货生生产产许许可可
不不用用再再到到省省里里办办
省食药监局下放27种食品生产许可

本报济南3月30日讯（记者 李
钢 通讯员 王玲） 办个炒货食品
生产许可还要到省里？4月1日起在市
里就能办啦！3月30日，记者从省食药
监局获悉，该局决定自2015年4月1日
起，再把17大类27个品种的食品生产
许可审批权限下放给各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据介绍，本次审批权下放涉及产
品包括：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糖,
肉制品，饮料，方便食品，罐头，冷冻
饮品，速冻食品，糖果制品（含巧克力
及制品），酒类（白酒、食用酒精除
外），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水产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蜂产品共
17大类27个品种。

2014年10月1日，省食药监局下
放了第一批食品行政许可审批发证
权限。截至目前，共有25大类45个食
品品种的行政许可审批发证权限下
放市局，约占许可食品品种总数的
90%。省食药监局暂保留乳制品、白
酒、特殊膳食食品、食品添加剂等产
品的行政许可审批权限。

据悉，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的食品
共有28大类、96个单元、525个品种以
及食品添加剂，目前全省有11000余
家有生产资质的食品企业，因企业新
办、延续换证、变更、补领、注销等原
因，每年省食药监局都将办理6000余
个食品生产许可批件。

审批权下放后，食品企业办理生

产许可相关业务可在市局“一站式”
办结，改变过去层层审批、流程繁
琐的状况，省食药监局将加强宏观
指导，加大督察督导力度，通报各
地食品生产许可工作质量情况，纠
正违法违规许可行为，不断提高食
品生产许可工作质量，保障食品生
产安全。

此外，省食药监局为进一步简政
放权，日前，《山东省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批办法》制定出台。这标志着从4
月1日起，山东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
械审批快速通道搭建完成，并进入实
际可操作阶段。

据介绍，该办法施行后，按照优
先安排注册检验、技术审评、注册审
批的原则，完成审批时间最多可缩短
1/2以上。

据了解，2014年山东省医疗器械
工业销售收入达到516亿元，同比增
长20%以上，全年共完成二类医疗器
械注册和延续注册846项次、变更注
册345项次。产品数量连续三年递增
15%以上。新办法实施后，将有力引
导全省医疗器械行业产品创新和产
业升级。

“这些答案有可能是培训机构用来骗钱的
噱头。”省城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说。现在
社会上专门有这么一群人，不管什么考试，都
声称自己有答案。他们或者广撒广告于校园，
或者乱发广告于网络。有些人想走捷径，投机
取巧，就轻信他们，把钱给打过去，结果考试的
时候答案是错的，人也找不到了。

这位老师分析，考题泄露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我国的考试试卷由严密的印刷和押运制

度，基本上没有泄题的可能。”至于是否泄题，得等
到考试结束之后方能知晓。如果一旦坐实，势必
要重新考试，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30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就本次专升
本考试“泄题事件”发表了说明。此事已引起了
省招生考试院的高度重视，已请有关部门帮助调
查，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该机构表示如果“泄题
事件”一旦查实，将会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单位
和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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