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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随着着成成才才渠渠道道的的畅畅通通多多样样化化，，

它它对对于于一一个个人人命命运运的的塑塑造造力力正正在在被被削削弱弱

高高高考考考，，，
从从从独独独木木木桥桥桥到到到步步步行行行街街街
本报记者 周锦江

格经历

“出身”问题
在潍坊一家知名国企内，小斯正

在整理着数不清的报表，有时还要对
照着自己也看不大懂的图纸。工作稳
定，工资待遇不算太高，但完全可以
满足生活需要。过着令无数人艳羡的
朝九晚五的生活。

小斯两年前于南方一所知名高
校硕士研究生毕业，所持学历文凭打
上了“211”、“985”的光环，一心想回到
山东。面向众多知名国企递上简历，
却遭遇了一次次的打击，均无任何回
应。

小斯找到导师一问究竟，原来是
因为“本科”出身不够光鲜。

记者出行时在一本旅行杂志上
偶然看到，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林少华撰文———《只要“211”》。缘
于他带了五个女研究生，四人找到

“婆家”，一人“待字闺中”。四处打探，
帮学生找到一家不错的单位，结果单
位回复：“按人事处规定，我们只要

‘ 2 1 1’的！”。林教授纳闷，学校是
“211”，连“985”都是。

“ 不 ，本 科 毕 业 学 校 也 得 是
‘211’。两个‘211’，研究生‘211’，本科
‘211’，加起来‘422’，一个都不能少！”

不巧的是，这位女硕士生的本科
校不是“211”——— ——“出身”不好。林
教授自叹，幸好在出版社有一位铁哥
们拔刀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他
这导师也多少捞回一点面子。先生感
慨不已，尽管如此，还是暗暗下定决
心：以后非“211”出身的，一个也不
带！

林教授所感虽是戏言，却反映出
目前社会上，特别是国企等用人单位
的“本科出身论”。换言之，如果是博
士生，岂不要“211+211+211”？非得

“633”不可！
社会需求依靠既成格局筛选精

英人才。

格调查

蓝领？白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教

育生态的健康发展依赖于社会观念
的进步，考生想要真正从高考中“松
绑”尚需时日。孩子上了北大清华就
一定能成功吗？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今天，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大学教育
到底是什么？高考到底应该走向哪
里？

王恺家在农村，家里生活条件并
不宽裕。和同伴一起长大的他因为学
习成绩不错，在村里极有优越感，家
里也用心供他上学。

直至2010年大学毕业时，王恺却

发现，自己的工资却基本上是同龄人
中最低的。甚至还不及现在父母亲出
门打些零工赚得多。“儿时的同伴多
是学了技工，也有创业的，现在最不
济也有4000元左右的月薪”，王恺说，
现在面临娶妻生子在城市里生存的
各种压力，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实
在无颜和家里人交待。

在村里里，邻居总会善意地问，
小恺现在赚多少钱，王恺说2000多块
钱时，总是被村里邻居戏称骗人、不
老实。王恺只能一笑了之，他自己清
楚，他现在的薪水还不如父亲在外打
工。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在企业
中计件熟练技工拿到4000元的月薪
并不是很困难，而即便是再熟练的文
案、数据审查等人员拿到3000元的月
薪已经算中高水准。

一家企业高管徐庆东说，现在企
业招工想找本科生是、研究生一点都
不难，招聘通知一发，立马简历漫天
飞。但是对于需求最大的技术工种却
一人难求。目前考上大学的人多了，
学历普遍高了，愿意出苦力气的人就
变得越来越少。体力、技术工种越来
越成为稀缺资源。

根据教育部5日公布的消息，今
年高考报名总数为915万名，比去年
减少2%。在全国高考报名总数减少的
情况下，12个省(区、市)较去年增加，
其中一半在西部地区。

导致考生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
是2008年开始的人口拐点——— 18岁以
下适龄人口的减少。当然，万千考生
行走“步行街”的原因也不可回避。

职场导向开始呈现出追求精英
人才的倾向。

格纠结

精英定律
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2012年

高招调查报告》显示，近4年全国高考
人数下降140万，高考中“三放弃”，即
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
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
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20%

的增长。
今年，针对一些地区生源数量

下降的明显趋势，有舆论继续发出
“‘考’大学时代是否还在”的疑
问，意指高校面临生源危机。

高学历精英成为众企业争取的
对象，一些精英蓝领更是成为天价
人才。

老王从一家企业退休，对于自
己的人生，她觉得只有孩子是她的
骄傲。老王年轻时，面临一个选
择，一是有一家国企有空位可以顶
缺，二是参加高考改变命运。

“那时的高考绝对是精英教
育，3%的录取比例”，老王说。进
国企顶缺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参加
高考能考上固然好，但考不上的可
能性更大一些。左思右想之后，老
王决定先进企业工作，利用闲时偷
偷备考。最后并不出乎意料，高考
成绩以12分之差名落榜外。

随后看身边的朋友同学人生的
起起浮浮，老王觉得似乎只有自己
是最失败的。国企改革成为私企，
随后又开发房地产、商超，干了一
辈子只是靠社会统筹可以领到一个
月千余元的退休金。当时考上大学
的进了大城市自不必说，后来下海
的、苦攻技术的也都在社会上有极
高的威望和不错的收入保障。

老王说，以前是精英式的高
考，现在虽然高考不难考了，但社
会上对于人才的需求反而越来越精
英化。

老王的经历和感悟放在今时社
会依然很贴切。无论是蓝领还是白
领，又或者金领灰领，使自己精英
化，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是
立身之本。

一边是体力、技能成为
社会稀缺资源，蓝领待遇优
于白领；一边是高学历、好
“出身”人才的高社会需
求，非211、985不要的取才
门槛并不鲜见。精英化的社
会需求通过高考这个 平台
被尽情释放。

高考虽然已经进入大众
化时代，但依然是大多数孩
子改变命运的最大推手。有
人说，如果说中国的高考曾
经 是 “ 千 军 万 马 过 独 木
桥”，那么今天的高考越来
越像考生的“步行街”———
考生们拥有了更加宽松更加
多元的未来选择，不过对于
人才的社会需求却在不断精
英化。不可否认的是，随着
各种成才渠道的畅通多样，
高考，对于一个人命运的塑
造力正在被削弱。

让让我我再再看看一一眼眼：：一一名名即即将将进进考考场场的的考考生生在在看看复复习习材材料料。。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吴吴凡凡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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