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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

一锤子一锤子地凿 一点一点放大自己的声音

非京籍家长
教育部为你转身
本报记者 吉祥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教育部信访
办的小院就会迎来一批家长，他们操着南
腔北调，呼吁“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

院里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两回，家长面
孔多有变化。两年来，就连最坚定的参与者
杜国旺也承认，希望从未真正降临过。

这个17岁孩子的家长对异地高考有一
堆想法，甚至，他设想过邀请教育部长坐下
谈谈，告诉部长“孩子们真的耽误不起”；他
也想跟京沪家长聊聊，特别是那些称他们
为“异闹”的人，“各说各的理，他们说他们
的担忧，我们解释。”

“很快到底是多久啊？”

即使在中关村这种精英聚集的地方，
杜国旺依旧符合人们对“成功人士”的定
义。

他刚和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IT公司，
他的家位于“中国硅谷”中关村的核心区。
业界大会上，西装笔挺的“杜总”常常获邀
发言。

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农民儿子，在北京打
拼12个年头后，志得意满，“自我感觉很成
功，像是人上人。”如果偏要说有什么遗憾，
那就是，他至今没有北京户口。

早在9年前，杜国旺就领到了北京工作
居住证，这张“纸”，被人叫做“北京绿卡”，
这让杜国旺的儿子——— 一个满口京腔的阳
光男孩顺利在北京念完小学、初中，但在高
考上，“绿卡”失灵了，明年孩子只能回内蒙
古应考，“那里的教材和北京差别很大。”

这位IT精英觉得不公平，“当年是北京
用政策吸引我们来的，等到孩子要高考的
时候，就不管了？”

唯一能带来点希望的消息是，在全国
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表态：随迁子女如
何参加高考，很快将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强
调研。

“很快到底是多久啊？”杜国旺准备去
教育部问问这个问题，尽管他连教育部大

门在哪都不知道。
彼时，在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

信访办的偏僻小院里，一场例行活动正在
进行。

几十个家长站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
挨个演讲，表达子女在京城求学的不公正
待遇。夹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暗示他们
的共同身份———“外地人”。

这些家长们的共同点不止于此。他们
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多年，多数收入尚
可，有社会保险，生活体面。孩子也一直跟
着父母在北京上学，小学，初中，直到高中。

由于没有户籍，这些“新北京人”的
“外地人”标签始终相伴，他们的孩子不
能在学校里评优评奖，更不能在这里高
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秋季开
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 . 8万
人，创历史新高。

过去的两年，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这些家长准时出现在这里，一次又一次递
交万人签名册、建议书。

不过，希望从未真正降临过。当一位情
绪激动的家长准备跪下请愿时，刘枫制止
了她，“我们是公民，为什么要下跪！”

也许，教育部就需要我

们来推一把
刘枫是这个活动的“元老级”家长，每

次精心准备的材料石沉大海，失望归来后，
她会继续准备下个月的。

“也许，教育部就需要我们来推一把。”
刘枫并不沮丧。此前，这个户籍上海的母
亲，通过相似的办法，与家长们争取到非京
籍学生在北京小升初的同城待遇。

偶尔，家长们也变点花样，穿上统一的
白T恤，模仿年轻人表演行为艺术。这个处
在大木仓胡同深处的僻静小院，有时会传
出嘹亮的国歌声。他们渴望引起注意。

家长们自建的“我要高考”网上，公布
了61个QQ群的号码，每个群都有联络员，
群里有超过1万名家长，分散在北京、上海、

广东等11个省份。他们有完善的捐款流程，
财务网上公开。每月不定期开家长会，商量
下一次活动的主题。

杜国旺在这个团队里，主要负责联系
专家。在家长们召开的关于异地高考研讨
会上，经常出现张千帆、储朝晖等知名专家
的身影，还有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记者，
都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来的”。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
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曾就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问题向国
务院递交建议书。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组成员，在参加了两次
研讨会后，储朝晖感慨，“这是一群有一定
的话语权，思想意识比较靠前，懂得维护公
民权利的人。”

这些非京籍家长的声音被逐渐放大，
最大的好处是征集签名变得容易，如今，已
有103697人签名支持异地高考。

只是与教育部的博弈，仍然让杜国旺
感受到“庙堂之高”。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官
员对话，得到的答复“不是没结果，就是‘踢
皮球’”。在被保安“咣当”一下推出门外后，
这位公司副总裁发现自己“卑微得像颗沙
粒”。

杜国旺希望决策层能关照非京籍家长
的诉求。今年全国两会前，家长们上网查找
了2494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地址，逐一核实
后寄送签名册，附带他们起草的《随迁子女
输入地高考方案》。

这个发布于去年10月的民间版方案，
建议“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
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家长们收到了20封
回信，他们的诉求在两会上成为热议的话
题，有50多位代表将民间方案作为议案素
材。

舆论聚焦下，今年3月，袁贵仁再次就
异地高考表态，称方案已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用不了10个月就会出台相关政策。

一场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博弈

一群家长与教育部的博弈

激辩异地高考，为了各自的利益，还是为了更大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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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现实

这些非京籍家
长们希望异地高考
政策来得再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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