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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出来了，高校招生忙起来了

寻找顶尖生
一段艰苦路程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者 庄子帆

28日，记者见到北京一
名牌大学招生工作人员胡伟
(化名 )。胡伟苦笑着告诉记
者，他们的身份被同行称之
为“探子”。“探子”的战争十
分激烈，他们大都在查分当
日便已获得高分考生信息，
之后开始多次与考生的联
络，在填报志愿结束前时刻
都处于“争夺”状态。

胡伟告诉记者，他们手
里的名册上，考生姓名、高考
成绩、全省排名、毕业中学、
联系电话等一应俱全。“为了
能招到济宁当地最高分考

生，在山东公布成绩当日，我
们就拿到了高考考生的信
息”。这在嘉祥一高分生身上
得到印证：该考生告诉记者，
6月24日晚，她刚查完分，就
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我
接电话的时候还犹豫着呢，
一个声音在那端问道：‘想不
想上清华？专业随便选。’”

胡伟说，他在24日到达
德州，高考成绩公布以后，他
连夜赶到聊城，随后又赶到
济宁，“一天跑过4个城市，从
梁山到嘉祥，从嘉祥到济宁
城区，最后赶到邹城”。

“邹城的一个高分生，我
已经联系不下8次，希望最后
确定考生确实填报了我们的
学校。我们就是利用这几天时
间，和学生联系，尽量争取能
见面，实在不行也要电话沟
通。其实，我们干的就是争夺
生源的活。”胡伟说，在忙完争
夺战后，高校都有一个总结
会，如果高分考生招生不如同
级别的竞争对手，他们就会受
到批评；反之，会得到一定的
奖励。所以，全省第一名和各
地市第一名考生，是各名牌高
校主要的争夺目标。

“考这个分和我之前估计
的分差不多，挺正常的，我没
感到意外。”这是嘉祥一位高
考尖子生现在的心态。27日上
午，这位考了700多分的考生
对于记者的来访并不是太热
情，记者在客厅等了一会才出
来。在采访过程中，回答记者
的问题也不是很主动，而且每
回答一个问题都需要思考一
会，有时半天不说话。

当谈到学习时，这位考
生变得有些不知怎么回答，
然后停顿了一会才说，“我只
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如
果能提前完成再做做其他
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学习
方法。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
同，自己的方式只适用于自
己，对别人并没有太大的借
鉴意义，但是有一点就是必
须把基础掌握好。”

就在采访快要结束时，
考生的爸爸接了一个电话。

“今年正好处于素质教育的
阶点，学校、教育部门都比较
敏感，不允许我们接受媒体
采访。”考生的爸爸告诉记
者。同样的情况，记者在邹城
遇到了。记者本想采访两个
考了700多分的考生，却被学
校和教育部门拒绝，并不允
许记者见考生本人。

自2008年开始，山东省
连续5年下发禁令，不宣传所
谓“高考状元”。

为进一步加强招生管理
工作，山东省规定，除考生本
人和有关高校外，招生机构
不准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提供考生成绩等高考信息；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统计、
公布升学人数、升学率等。山

东省要求，各地要加强对考
生成绩、录取结果等高考信
息的保密工作。除考生本人
和有关高校外，招生机构不
准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
供考生报名信息、考试成绩
以及录取信息。各级教育招
生考试机构、各高校在通知
高考成绩和录取结果时，要
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将考生

成绩和录取通知书直接发放
给考生本人。

同时，为减轻学校高考压
力，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统
计、公布升学人数、升学率、升
入重点大学的情况等高考信
息，不得用高考成绩进行排名
排队，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高
考表彰奖励，不得以升学考试
成绩为标准进行奖惩。

“名校探子”：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考生、家长：表现“从容而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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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连续5年下发禁令不许宣传“高考状元”

每年高考成绩
公布之后，寻找高
考尖子生，几乎成
了各大高校招生人
员，甚至媒体人的
重要任务之一。往
年，不管是状元或
高分生本人及其家
长，还是学校和教
育部门，大都不会
太回避媒体的采
访。记者采访中了
解到，今年寻找高
考尖子生的过程相
对往年来说是“痛
苦”的。面对媒体的
采访，无论是考生
还是考生家长，大
都表现得非常“淡
定”，而与他们所表
现出的从容相比，

“名校探子”可是焦
急了许多，为了确
定高分生报考本
校，不断地走访、电
话联络感情是必不
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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