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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让城市平民

没有退路”

这一次，教育部没让家长等

太久。
8月30日，杜国旺的同事看到国

务院出台意见，要求教育部等部委
做好随迁子女和流入地学生的升学
考试工作消息后，第一时间向他表
示了祝贺，“老杜，你的孩子终于可
以在这里考了。”

这个来自北京的同事，“语气
十分真诚”。在杜国旺的家里，儿子
正将好消息告诉他的北京“哥们
儿”，他们高兴地在屋里跳起来，震
得地板咣咣响，他们并不在意将自
己的“高考福利”分一点出来。

当然，不是所有的本地人都这
么“大度”。早在年初，教育部副部
长杜玉波就提醒，推行异地高考，

“既要保证随迁子女考试的问题，
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
权益”。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上，正反两
方争得热火朝天。反对者将奔走教
育部的非京籍家长称为“异闹”，他
们同样发起签名、投票，每一项活
动都针锋相对。

7月26日这天，范依转了好半天，
终于找到了上海市教委的大门。第一
次来这里，她心中难抑紧张，“万一通
知总经理来领人就完蛋了。”

平复完心情后，范依和4个网
友递交了《反对上海开放异地高考
建议书》，自信“能从各个方面击败
支持者的观点”。此前，她刚在网上
就这一政策投了反对票。

实际上，范依对她口中的“异
闹”并无恨意，“暗地里，还同情他
们”，她这样做纯粹是因为“被逼急
了”。在她看来，如果放开异地高
考，上海学生考大学将变得异常艰
难，“这会让城市平民没有退路”。

范依在国企上班，“也是平
民”，儿子4年后将高考，既有高考
秩序能平稳实现她对儿子未来的
规划：“平平淡淡在我身边生活，考
个本地院校，过平淡的小市民的生
活。”鉴于上海今年的本科录取率
已达72 . 76%，这个愿望不难实现。

这位母亲的反对逻辑带着一
种“多数人的正义”，她非常肯定地
说，“所有北京、上海的家长都反对
异地高考。”

“异闹”想和反对

者坐下来谈谈
现实虽没有范依说的这般绝

对，但一网站公布的调查显示，京
沪两地，有高达95%的家长反对异
地高考。

异地高考的议题，目前在京沪
两地争议最大，这两个直辖市的户
籍人口不足全国的3%，却拥有了全
国最多的名校，全国四分之一的

“985工程”学校都在这两地。在近
乎90%的录取率之下，能在京沪参
加高考并就地录取，相当于一条腿
踏进了名校。一项统计数据很能说
明问题：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
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
274倍。

“既有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不
能碰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
波说。这成为推动异地高考最现实
的阻力。

“不碰的话，哪来的教育公
平。”杜国旺依旧在每个月的最后
一个星期四，到教育部表达诉求，

“如果制度就是保护既得利益者，
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了。”

他对异地高考的呼声越高，微
博上受到的谩骂就越多，其中不乏
约架的。杜国旺设想和反对者坐下

来谈谈，特别是那些称他“异闹”的
人。

为了证明自己给北京所作的
贡献，这个“新北京人”一度计算起
缴纳的个税，“每年都有四五万。”
说到高考洼地，他认为这更和自己
不沾边，“内蒙古不比北京好考？有
钱人的孩子还忙着往我们那儿高
考移民呢。”

9月11日，“90后”河南小伙程
帅帅在北大西门搞行为艺术，给北
大送“北京人大学”的牌匾，抨击北
京高考生享受太多特权。“活动完
毕，北大保安表现出北大应有之精
神，纷纷握手、留影，以示支持。”网
友“砖家雷闯”在微博上直播。

最后，程帅帅被遣返回河南新
蔡老家。不过，这一“行为艺术”却
触动了杜国旺这位教育平权志愿
者。“北大、清华都在照顾北京孩
子，你说他们缺指标吗？他们占着
这么优厚的资源，是不是应该分点
给大家？”

就怕“赶得上条

件，却赶不上时间”
杜国旺将国务院出台的意见

看了又看，他对比教育部部长袁贵
仁列举的几个条件：住房、工作、保
险、学籍，这些要求在方向上与他
们公布的民间方案多有契合，“一
锤子一锤子凿，终于看到光了。”

他每一项均达标，但担忧并未
散去。

教育部将异地高考的皮球踢
给地方，北京市教委至今未发布异
地高考具体方案，杜国旺怕“赶得
上条件，却赶不上时间”。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今
年12月高考报名前，北京还没有公
布异地高考政策，杜国旺只能将儿
子送回内蒙古，以社会考生的身份
参加明年高考。

短期熟悉陌生的教材，杜国旺
心里没底，这像是一场赌博。如果赶
上了，他的儿子“能冲击清华”；如果

回内蒙古高考，“可能只是大专”。
杜国旺计划除了每月去一次

教育部，他决定每周去一次北京市
教委。刚刚过去的周四，4位家长在
北京市教委信访办的来访登记表
上写满了焦虑：“我们何去何从？我
们的孩子何去何从？北京何时出政
策？”

工作人员态度热情，却给不了
一个答复。

杜国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如果未来真如他担心的那样，

“就卖掉房子送儿子出国留学”。这
位乐观的父亲说，即使自己的孩子
没赶上，他也将继续去教育部表达
一个公民的诉求，“希望异地高考
的门槛能低些，而不是靠拼爹，不
能拿孩子的命运去要挟家长。”

储朝晖赞赏非京籍家长的理
性与坚持，他说，实际上，这一事情
的重大意义，是通过现实的路径，
走出了一条民间与政府相互沟通、
相互协商解决一个问题的路径。

方案的公布，也实实在在断了
一些家长的希望。一对在北京干个
体的夫妻，已经在邻近的河北买了
一套房子，用来给孩子落户参加高
考。

刘枫看上去还是那么精力充
沛。在女儿面前，她从容、淡定地描
绘着一个又一个奇迹出现的时刻，
但这位心力交瘁的母亲，已经决定
3个月后将女儿送回上海读书。作
为上海公司派驻北京的工作人员，
她只符合学籍一项要求。明年上海
市中考，她的女儿将和范依的儿子
在同一天迈进考场。

范依似乎已经预感到，在媒体
铺天盖地的报道下，反对异地高考
的声音从未占据过优势，这一政策
出台，只是时间问题。

范依担心，全国各地涌入上海
的人越来越多，为避开与这些外地
人的竞争，她只能重新规划儿子的
未来，“出国留学，用我们养老的
钱。”

(注：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教育政策怎么制定，
要依据社会的需求，民众
的需求

齐鲁晚报：国务院出台的
异地高考意见与您的预期是
否有距离？

储朝晖：长期以来，随迁
子女想在城市高考的门是不
开的。现在门开了，但能进多
少人，哪些人能进哪些人不能
进，这有个过程。

这扇门已经撬动，所以大
量人要挤到北京、上海，下一
步要解决在全国范围内教育
资源的均衡、考试机会的均
衡、升学机会的均衡。这一政
策的社会价值在于，教育政策
怎么制定，它要依据社会的需
求，民众的需求。这一次随迁
子女就读地高考，实际上就是
很多家长不断诉求，推动了这
一政策出台。

齐鲁晚报：如何评价非京
籍家长的诉求方法？

储朝晖：这是中国社会逐
渐走向成熟、进步的一个标
志。作为公民，每个人都有表
达意愿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
利，而且应该有这样的通道。
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它有很
深很广的社会意义。怎样实现
稳定，不是大家都不动，而是
按照一定规则有序地动起来，
这个社会才能长期稳定。

齐鲁晚报：在民间努力的
后面，政府应该有怎样的回
应？我注意到，教育部出台的
政策与非京籍家长公布的方
案多有契合点。

储朝晖：如果没有非京籍
家长的推动，这个政策不会这
么快就出台。非京籍家长的维
权活动，建立了一个政府与民
间良性互动的模式，这是很有
价值的，我希望这个模式在其
他领域可以复制。比如教育收
费、学校质量等，不是简单地
谁拍一下脑袋就决定，而是要
推动社会向一个平等协商的
方向前进。

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
机会，这是基本准则

齐鲁晚报：我注意到，呼
吁异地高考的非京籍家长以
中产阶层居多。

储朝晖：实际上，在社会
上，有的人能够发声，有的人
不能发声，有的人完全没有发
声的意识。异地高考也是这样
的，先有条件比较好的，思想
意识比较靠前的出来维护自
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很正常的。

未来社会，只有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能力，也有通道发
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一个正
常的、健康的社会。异地高考
这件事还没有完，通过权利的
表达，形成协商的机制。我参
与过他们搞的两次研讨会，追
求教育公平，教育资源的均衡

有什么错呢？
齐鲁晚报：实现异地高

考，可能会触及京籍考生的利
益？

储朝晖：我的户口在北京，
但实际上，我认为作为一种基
本准则，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
机会，我是支持非京籍家长的，
他们会对我的孩子有多大影响
呢？我认为没多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环境是相互竞
争的，对双方的利益是促进
的，而通过特权维护的权利是
不利于个人发展的。京籍家长
担心放开异地高考会损害他
们的权益，但又有多大损害
呢？一个健康的环境，一个公
平正义的环境，对所有人包括
京沪的孩子都是有益的，对所
有人也是最安全的。

齐鲁晚报：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曾表态，异地高考既要
保障随迁子女的考试权利，也
要保障京沪考生的权益。这里
面有对京沪两地特殊照顾的
意思吗？

储朝晖：我认为前提只能
是公平、平等，不能设置其他
的前提。如果外地考生到流入
地高考，让流入地的孩子觉得
更不公平了，他们也可以诉求
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先设置一
个不公平的大前提。

齐鲁晚报：杜玉波此前也
提到异地高考里面“既有要解
决的问题，也有不能碰的问
题”，什么是不能碰的问题？

储朝晖：我认为没有什么
不能碰的问题。实际说白了，
就是京沪考生的招生特权，为
什么不能碰？这种特权在现实
的环境下是客观存在的，但社
会要往前进，就要让所有人在
平等的起跑线上前进。

老在招生指标上较
劲，恰恰是回到计划体制
内解决问题

齐鲁晚报：您如何评价已
经公布的各地异地高考方案？

储朝晖：长久方向是，流
入地的民众也可以表达诉求，
然后形成一个沟通机制，最终
目标就是公平、平等、均衡。这
个问题很复杂。

齐鲁晚报：现在有观点认
为，异地高考十分复杂，需要
教育部的顶层设计？

储朝晖：长期以来，我们
实行国家包办的教育，计划体
制造成不公平不均衡。

比较公平的做法是，每个
学校实行完全自主招生。任何
一个学校都不愿意招一个比
较差的学生，在山东招不到，
去新疆招；学生也可以多方选
择，进相对比较好的学校，在
全国范围内双向选择，就不存
在异地高考问题了。

这个模式短期内难以实
现，但肯定是未来的方向。现
在老是在招生指标上较劲，这
是一个误区，恰恰回归到计划
体制内解决问题。

京籍家长担心放开异

地高考会损害他们的权

益 ，但 又 有 多 大 的 损 害

呢？一个健康的环境，一

个公平正义的环境，对所

有人包括京沪的孩子都是

有益的，对所有人也是最

安全的。

没有什么不能碰的
本报记者 吉祥

专家观点

对话背景：8月30日，国务院出台意见，要求教育

部等四部委因地制宜制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具体政
策。9月6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公布了异地高考政策条
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一直关注异地
高考，并参加有关民间人士组织的异地高考研讨会。

非京籍家长
教育部为你转身
本报记者 吉祥 储朝晖

河南小伙程帅帅在北大门口踩高跷，抨击高考存在的不公现象。（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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