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人民网北京12月4日
电 随着教育部给出的原
则限期的临近，社会对于各
地异地高考政策何时出台
的关注持续升温。据人民网
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黑龙江、安徽、山东、江
西、福建等省已明确异地高
考具体标准，均对于考生学
籍及在该省就读时间有所
限制。

其中，江西规定：外省
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江
西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
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的，可
就地报名参加高考。这也是
全国目前报考条件最宽、门
槛最低的异地高考方案。

此外，江苏、湖南、湖北、
云南、吉林、海南、浙江、天
津、上海、广东、辽宁、陕西、
广西等地教育部门也表示，
方案将于年底前对外公布。

18省份明确

异地高考方案

年底前公布

今年5月，因为不是上海户籍，江
西女孩占海特无法在沪参加中考，辍
学回家。“不想在上海读中职校，也不
想回江西参加中考。”占海特说，“6月
份的时候，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开
了微博，希望情况可以有一些改变。”

“老师以前就曾告诉过我，将
来可能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从那
以后，我的学习兴趣一直在减弱，
后来父母也知道这个情况，就跟我
说，这个政策一定会改变的，叫我
不要放弃。当真的无法报名参加中
考时，我才彻底失望。”占海特说。

4日晚，记者拨通了占海特家
里的电话。她说，“可能他们(上海
反对异地中高考的本地人)认为我
们‘新上海人’抢占了教育资源，但

是，‘新上海人’在上海本身也创造
了资源，为上海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事实上资源本身就不仅仅是户
籍居民的，而是公共的。既然是公
共的，为什么不能共享呢？”

占海特说：“实现异地中高考，
是实现教育公平迫在眉睫的一步，

这个政策必须成为现实。”
15岁，还未成年，占海特却承

担起本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压力
和重担。接受记者采访前，占海特
的父亲说，孩子现在很累。占海特
也说，这几天已经记不清接了多少
电话了，“反正是数不清了，因为接
受采访很累，下午睡得蛮久的。”

对于未来，占海特仍然怀有美
好的憧憬：“我有这个信心，我相信
不管需要多久，总有一天会实现教
育公平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要求
的异地中高考。”她还告诉记者，

“我可能自己学习，然后报考，也可
能会出国读大学。我有各种各样的
选项，至于究竟选哪一个选项，目
前还没有具体的打算。”

在上海成长11年却无权参加中考

15岁女孩挑战现行中高考制度
见习记者 宋磊

据人民网北京12月4日
电(记者 许博) 近日，异
地高考的话题一再升温，而
一些消息显示，外来人口较
多的北京、上海和广东，推
进异地高考的态度显得较
为谨慎，引起大家热议。如
何平衡各方利益，平稳推进
异地高考，受到学生家长和
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表示，
考虑到地方财政的投入力
度是否能与放开后的教育
规模相匹配，是迟迟不能出
台细则的重要因素之一。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程方
平则认为，对于“北上广”流
动人口较多、情况较为复杂
的地区来说，这不仅是教育
部门的事情，更是一个社会
问题，需要依靠资源投入、
社会保障、监管制度等各方
面的支持和配合，才能更好
地推进。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异地高
考“北上广”推行难度较大，
主要原因是这些大城市人
口趋近饱和，如何平衡当地
居民的利益，也是政策制定
者必须考虑的。政策制定不
够规范，城市将为此超出自
身承载能力，对外来务工人
员和本地人都不利。

可以看出，京沪粤推出
异地高考相关细则要平衡
多方利益，迟迟没能出台也
是出于上述考虑。之所以京
沪粤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究
其原因也不难看出，我国目
前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较
大，地区不平衡相对突显。

相关人士表示，异地高
考也是推进教育均衡的一
种手段，要想真正实现教育
均衡，地区发展均衡成了前
提。所以短期来看，像京沪
粤这样经济较强地区，实现
绝对公平尚需时日，但是对
于异地高考准入门槛设置，
具备合理性是目前推动教
育均衡的关键。

京沪粤异地高考

需社会合力解决

本报济南12月4日讯(记者 徐
洁) 我省异地高考政策从2014年起
施行，2011年入学的高中生将是首批
经历者。4日，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据测算，2014年最多会有1.5万名
外省户籍的学生在山东参加高考。上
述人士强调，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后，
我省考生并非没有压力，希望部属重
点院校能给山东更多招生计划。

4日，省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
再次明确了异地高考“门槛”，即必
须有山东省完整三年高中阶段学
习经历，且具有山东省高中阶段学

籍，两者缺一不可。他说，我省异地
高考方案的出台经过了大量的调
查和论证，并多方咨询意见。

谈及政策决策背景，宋承祥
说，很多外地户籍的孩子从小在山
东求学，父母也在山东工作，为当
地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他们应当
享受与山东居民同等的待遇，而不
应在高考上制造障碍。

由于担心外地户籍学生涌入
会侵占本地教育资源和升学计划，

“北上广”推进异地高考改革的进
程异常艰难，异地高考政策“京籍

PK非京籍”广受关注。
宋承祥表示，很理解北京、上海

等地政策出台过程中的压力，“事实
上，我省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山东学
生的升学也必然面临更大的竞争，政
策出台过程并非毫无压力。”

据了解，我省是人口流入大
省，在政策出台过程中，家长和考
生的承受能力是决策者重点考虑
的。据山东省教育部门测算，2014
年最多会有1 . 5万名省外考生在鲁
参加高考。

宋承祥介绍，目前，高考招生

计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源
于国家重点高校，这就是俗称的所
谓优质教育资源；二是地方主办的
高等院校。“目前，重点院校提供的
招生资源在我省考生中竞争激
烈。”宋承祥说，希望这部分院校能
为山东考生提供更多录取机会。

随着外来人口流入的增多，宋
承祥认为，今后外地户籍的高考生
将会给山东本地学生升学带来更
大的压力和挑战，在鼓励各地出台
教育公平政策的前提下，还应做好
招生制度改革等各方面工作。

1 .5万省外考生后年在鲁高考
省教育厅：希望部属重点院校给山东更多招生计划

山东录取分数线

会进一步抬高
我省实施异地高考，许多家长

不免担忧：“本来山东的录取分数
线就高，这样一来，岂不是进一步
抬高了山东的分数？”

山东本地家长和学生的承受能
力，正是政策制定者考虑最多的。省
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说，我省异地
高考“门槛”确定的另一个重要考量
因素是：我省高等教育的培养能力。
今年，我省高等院校毛入学率已近
30%，有能力把外地户籍的学生扩充
进来，参与公平的高考录取。

目前，即使是北大、清华等国
家财政支持的重点高校，也不能做
到按照各省高考人口比例，分配招
生名额。这导致各地区间升学难度
严重差异。省教育厅有关人士认
为，异地高考户籍政策放开后，倘
若做到按高考人口比例分配招生
指标，无疑更为公平。

理科540分

在家乡能上一本
在济南读高一的学生孙哲(化

名)户籍在南方某省，我省宣布放
开高考户籍限制，无疑为孙哲这样
的外地考生提供了便利。“坚持回
乡考，还是留在济南考？”刚读高一
的孙哲已在考虑这一问题。

“我可能还是要回家乡考。”他

说，今年，一位在济南读完高中的
表哥回到家乡参加考试，以理科
540分的分数考入当地省警察学
院。而在山东，这一分数离同等水
平的大学还有差距。“我想我会提
前一年回去读高三，尽快适应。”

在介绍决策制定的缘由时，宋
承祥说，山东省是率先实行新课改
和自主命题的省份，一名高中生在
山东学习3年，再到别的省高考，如
果不提前回去适应，其所学就会和
所考不一样。

改革录取方式

矛盾迎刃而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高考
放开与不放开，本地与外来人员持
两种完全相反的立场，而这种不同
的立场，是由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
决定的。在他看来，在分省按计划
集中录取制度下，无论放开与不放
开，都将有一方利益受损。

山东大学葛明珍教授表示，
如果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不改
革，异地高考所带来的矛盾就无
法调和。

我国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
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学
校依法自主招生”，建立“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评价”的考试招
生新模式。熊丙奇认为，这应该成
为我国解决一系列围绕升学考试
存在的问题的基本思路。

考生多了1 . 5万，
分数线会不会更高
专家称，应改革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
本报记者 徐洁

异地高考，为外地户籍考生提供了便利和选择的自由度。与
此同时，1 . 5万外省考生参与竞争，又会挤占山东学生的入学通
道。这一矛盾又该如何解决？

占海特老家在江西，

生于珠海，她四岁半跟父

母来到上海，在上海读书

成长，她一直以“新上海

人”自居。对于被抵制异地

中高考的上海本地人称为

“蝗虫”，占海特认为这是

对“新上海人”的侮辱。“我

们是人，不是蝗虫，人和蝗

虫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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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在济南中学教室内，高三学生们正在紧张学习中。
本报记者 王媛 通讯员 郑佐文 摄 .

占海特

格相关新闻

格专家建议

A08 2012年12月5日 星期三
编辑：王健 美编：李娟丽

重点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