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越来越近，省城许多

高三生迎来高中校园里的最

后一课。或是花样百出的临别

赠言，或是动情的拥抱，或是

轻松的口号……今年高三生

的最后一课，老师和同学绝口

不提成绩，自信迎接高考。

“我们毕业啦！”6月4日，在济
南中学高三·10班的最后一课上，
学生们高举红色毕业证书，乐观地
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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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对择校乱收费开“药方”，择校费捐资助学款统统不准收

中小学收择校生可电脑摇号

在义务教育资源尚不
能在短期内达到均衡的前
提下，我省此举无疑是具有
现实意义的积极信号。

择校一直是教育不公
平的顽症。长期以来，在“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观念
下，家长们找尽关系、付出
高额择校费将孩子送进热
点学校。父母的拳拳之心、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无
可厚非，更多地是出于无
奈。

众所周知，择校从根本
上说是源于教育资源的不
均衡，然而，学校之间总有
差异，即使教育资源趋于均
衡，在许多人看来，学校办
学特色、家长对学校的认同
程度也会成为择校的理由。

省城某热点小学校长
对我省治理择校“狠招”持
赞同态度。他认为，择校在
一定程度上给了大家自由
选择的权利，“谁规定一个
人只能去一家饭店吃饭
呢？”而治理择校“狠招”则
是保证择校公开公正进行
的有效手段。

究竟是哪些人在择校？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享
受政府全额拨款，有何权利
收取动辄上万元的择校费？
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考虑
这些原始问题。

因此，我省治理择校
“八条”的意义恰恰在于，在
承认择校存在的现实意义
的前提下，让择校以一种透
明、合理的方式进行，压缩
权力寻租的空间，让义务教
育回归公益性的本质。学校
学区、空余学位等招生信息
公开，是“阳光招生”的前
提，摇号招生是保证择校程
序公平的方式。

有一句话叫做：“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

实现公平择校的关键
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都必须得到充分有效的
社会监督，既得利益部门能
够放弃批条子的权力、放弃
收取择校费的经济利益。

如果做到以上这些，治
理择校本非难事,但千万别
让治理择校仅仅成为治理
择校费,千万别让用“钱”择
校成为用“权”择校。

本报记者 徐洁

本报济南6月4日讯(记
者 杨凡 实习生 翟楠
楠 ) 高考临近，考生在备
考和高考的日子里，会遇到
什么烦恼、发生什么故事？
或者你是家庭贫困的寒门
学子，为高考跃跃欲试的同
时也在为学费发愁……本
报 即 日 起 再 度 开 通
96706006“家有考生”备考
热线，搭建考生与考生、考
生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桥梁。

我们将真诚倾听您的
倾诉，也将约请相关部门和
专家进行协助解答，竭力帮
您解除困扰。

本报济南6月4日讯(记者 徐
洁) 我省对长期存在的中小学择
校乱收费现象开出“药方”。4日，
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审计厅和
省物价局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实
施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
的八条措施的意见》，7月1日起施
行。

《意见》提出，各市要合理确
定学校的招生服务范围。各市要
按照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的数
量、人口流动情况、学校分布情
况，以及外来务工人员适龄随迁
子女情况，合理划定每所公办学
校的招生服务范围，并根据学校

招生规模、生源数量等变化情况，
对招生服务范围及时调整。学校
招生服务范围和调整情况要定期
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意见》严格规范了学校的招
生方式。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少年一律实行免试入学，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通过任何
方式擅自附加招生条件。

为使择校生招生过程更加公
平，摒除其中的“寻租”现象，《意
见》规定，在学校完成学区内招生
任务后，教育行政部门应向社会
公布具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名单和
学位数量。在招收择校生时，如果

报名人数多于空余学位，要在公
证机关的公证下通过随机的方式
确定择校学生。有条件的地方可
采用电脑摇号等方式招收择校学
生。

按照《意见》要求，各市将对
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进
一步清理规范，并向社会公示。对
于改制学校，各市应严格清理、规
范，严禁公办学校以与民办学校
联合办学、举办民办校中校或假
借学校改制等方式违规招生和收
费。凡未取得民办学校资格的学
校一律执行当地同类公办学校招
生和收费政策。

《意见》对长期存在的择校费
现象进行了清理。任何地方和学
校不得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各种名
目的择校费、捐资助学款。学校经
批准举办的实验班、特长班禁止
收取任何费用。学校或教育行政
部门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
要依法出具凭证。

为保证以上措施的落实，《意
见》建议，各市设立举报电话、信
箱，接受群众监督。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和学校违规收取的费用，
一经查实，要坚决清退，无法清退
的收缴国库，对相关责任人要严
肃问责。

“老师不能教会你们‘爱情三
十六计’，就只能教会你们‘高考
复习三十六计’了！”4日上午，省
实验中学高三·14班教室里不时
发出欢快的笑声，班主任李辉在
给学生们上高考前的最后一课。

“考前放假三天，时间比较
长。大家要合理利用这段时间，静
下心来，把老师给你们编的‘高考
复 习 三 十 六 计 ’好 好 修 炼 一
下……”李辉用“兵法”的形式提
醒同学们考试的注意事项，大家
边笑边记录。

“辉哥人很好，高考复习三十

六计也很精妙。”14班的小沈告诉
记者，李辉把高考应注意的事项
都编成四个字的词语，读起来朗
朗上口。比如说，第一计：挖掘潜
能；第二技：坚定意志；第三计：调
整心态。

李辉说，考生在考前最后
几天，情绪可能不稳定，对待周
围事物非常敏感，“这些‘90后’
的孩子，对待考试表面上可能
显得不在意，其实他们更需要
老师来‘支招’，尤其是采用些
新的形式，讲些轻松的话，更能
让他们听进去。”

“刚哥我们爱你！”4日下午3点
多，济南中学高三·10班教室里爆发
出一阵呼声。女生们流泪了，男生们
鼻子红了，“80后”的男班主任宋卫
刚也低头抹起了眼泪……这个班
的最后一课上，欢呼声、掌声、笑声、
抽泣声接连响起。

学生们先是接连走到讲台上
从宋卫刚手里领回自己的毕业
证，再给宋卫刚一个拥抱。等到毕
业证发放完毕之后，两个学生突
然从教室后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
蛋糕送到讲台前，缓缓的音乐响
起来，宋卫刚的眼眶红了。

“无论以后大家干什么，希望大
家能够记住我们这么多人曾经一
起奋斗过，希望大家记住难忘的时
光和你一起走过的人。高考不是一
个结束，而是新的一个开始。以后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刚哥永远支持
你！”宋卫刚在讲台上送给全班学生

临别赠言，台下哭声一片。
老师和学生们互赠留言后，

老师和同学们一人一口分享了蛋
糕，最后更是在大家“齐心协力”
下直接涂在了宋卫刚脑袋上。

“‘刚哥’是学生给我起的绰
号。”1982年出生的班主任宋卫刚
说，“我2004年大学毕业，今年是
第一年带高三。这届学生从高二
开始带，带了两年，我们平常的兴
趣爱好差不多，感情很深。”

“刚哥就像我们的亲哥。”学
生李瑞恒说，“他经常跟我们一起
打球，对我们既严厉又照顾。他很
幽默，一直让我们保持平和自信
的心态来对待高考。”

班里的团支书杨琳说，“最
后一课上，宋老师没有跟我们
过分强调高考，一直给我们一
种温情的力量，让我们默默地
坚持下来”。

格新闻分析

阳光招生可

终结钱权择校

本报开通备考热线

分享高考故事

请拨96706006

教你“复习三十六计”

“90后”学生惹哭“80后”老师

考前最后一课，我们不谈成绩
或临别赠言，或动情拥抱，高三生自信迎高考
文/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翟楠楠 片/本报记者 王媛

“对着照片说，这个小孩一定行”
除了离校前的赠言，省城很

多高三教室的黑板上还保留着
最后的“口号”。

“同志们，虽然快高考了，但还
得淡定呐！”“高考，我们来了！”“我
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济南中
学的高三教室黑板上，各种风格
的口号随处可见。

省实验中学高三·13班班主
任张振棣则打趣般对自己的学
生说，“不用怕，我们很专业。高
考这几天，每天都要看着自己的
照片，对着照片说，这个小孩一
定行！”

“为了高考，这些孩子已经
奋斗了三年，经过三年的学习，

他们确实已经很‘专业’了。让
他们感觉自己很‘专业’，他们
就会更有信心。现在的学生喜
欢有霸气的表述，这样给他们
鼓劲让他们更加振奋”。张振棣
说。

4日上午送走了高三毕业生
的济南一中校长尹守峰说，随着
高考录取率提高，高三生的状态
一年比一年更放松。今年的高三
生一般有两天时间自己在家复
习，高考前教育着重突出排解考
前焦虑。“老师们不会再提成绩，
也不会有那么多说教，而是用细
节或者是语气上的渗透，增强学
生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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