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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快评

核心提示

异地高考绕不开难啃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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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多家长期待的政策不同，
北京教育考试院21日出台的政策
规定，明年高考报名须具有本市正式
户口。虽然异地高考方案并未出台，
但这已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的
非京籍考生暂不能参加北京高考。

按照国家关于异地高考政策出
台的时间表，31个省、区、市年底前
要因地制宜出台异地高考政策，解
决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高
考的问题。

年底期限渐近，北京市教委目
前仍表示方案“正在研究中，现在不

便透露”。一些进城务工人员在失
望的同时仍未放弃期待，不过眼下

“孩子究竟该在哪报考”，成为他们
的最大困惑。

来京工作已11年的非京户籍
考生家长张先生说，孩子在通州一
所示范性高中就读，北京暂时不允
许孩子报名，而老家的高考报名又
已结束，这该怎么办？

11月22日，广东公布的政策同
样规定，非本省户籍考生高考报名
仍未放开。就在同一天，上海公布，
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参加该市

社保等，但积分指标体系并未公布。
此前，黑龙江、安徽两地的政策

都打破了户籍限制，设置了异地高
考的基本门槛。如黑龙江规定“有
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含租赁）”，随
迁子女“连续就读3年”，而安徽则
只要求随迁子女在该省有完整3年
学籍。这让人们对异地高考的改革
寄予了更高期望。

但是，作为外来人口较多的京、
沪、粤等地，推进异地高考的政策则
显得较为谨慎，这表明教育改革的
复杂性和艰巨性超乎想象。

□新华社记者 张丽娜

一些地方近日已经公布了异
地高考“路线图”。与此同时，一
个消息备受各方关注：教育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分赴京、沪、粤
等地督促指导落实方案。

须知，作为人口流入较大的
地区，京、沪、粤异地高考能否破
冰，不仅关乎大量外来人口的切
身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异地高考政策能否真正落实。

京、沪、粤是我国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常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
大量外来人口为三地的经济繁
荣、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
们子女享受教育的权利理应得到
尊重和满足。

但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
要维护外来人口的合法权利，又
要理解本地居民的担心焦虑；要
积极推动制度突破，也要保持改
革的平稳有序。异地高考之难，
难在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兼顾，
难在方案体现最大共识，能够扎
实推进，取得实效。

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推
进异地高考已是迈向教育公平的
大势所趋，各地理应抓紧制定执行

“路线图”，不能畏惧困难多压力
大。越是有困难，越需要我们拿出
攻坚克难的决心，抱着“再深的水
也要蹚”的勇气，啃下“硬骨头”。

京、沪、粤异地高考所面临的
阻力虽然不小，但也具备一些有
利因素。三地经济发达，教育资
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也更
为丰富。三地应该、也能够在这场
攻坚克难的改革中，迈出扎实一
步，推动高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异地高考的成败，关键在于
在细则的制定中贯彻好原则，拿
捏好分寸，控制好进度。各地应
根据外来人口数量和教育资源状
况统筹考虑，有针对性地出台政
策，充分尊重民意，考虑群众的可
接受度，不求“一步到位”，但求

“步步紧跟”。只要我们实事求
是，循序渐进，民主决策，科学决
策，异地高考就能够积极稳妥地
推进，让更多孩子沐浴在教育公
平的阳光下。

多省份打破户籍限制开放异地高考，京粤则表示外地户籍考生
明年不能就地报名

异地高考：现实与期待缘何存落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
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
育。专家认为，推进异地高考是
迈向教育公平的大势所趋，必须
迎难而上。

“改革遇到困难很正常，不能
因此就退缩、拖延，而应该积极应
对，找准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说，学籍认定最长不应多于6年，
要让真正随父母务工上学的考生
得到资格认定，把利用金钱、权利
能够随时拿到学籍的人排除。同
时鉴于今、明两年的特殊性，可考
虑采取部分临时措施，允许补报
消除公众顾虑。

针对异地高考可能引发新一
轮高考移民的担忧，首都基础教
育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景斌
表示，要从根本上认识高考移民
和随迁子女的本质区别，前者为

参加高考而移民，后者的认定前
提是随迁，要求在当地高考。

殷飞认为，为了防止为子女
空挂学籍、伪造虚假工作证明等
问题，应推行电子学籍，进行联网
核查、信息公开，并对各地招生计
划指标进行动态调整。

加大教育投入是实现升学机
会均等的重要保障。东北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李晓明教授认
为，可考虑在大城市首先开放高
职教育，逐步降低由职业教育向
高等教育过渡的门槛，使更多“农
民工二代”获得在城市发展的一
技之长。

储朝晖等专家还表示，高考
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各地
考生升学机会的平等。在目前全
国平均录取率超过70%的情况
下，稳步推进异地高考，更广泛地
推进自主招生，建立公开、透明、
专业的招生体系，有利于实现更
大范围的教育公平。

攻坚：教改就要“啃”硬骨头

□新华社记者 刘景洋 丁静

继黑龙江、安徽等地打
破户籍限制开放异地高考
后，北京、广东最新出台的政
策则显示，外地户籍考生暂
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高考。

备受关注的异地高考，
该如何寻找教育公平的平衡
点？各地情况不一，如何因
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成
为考验改革政策制定者的一
道艰难考题。

难题：现实与期待缘何存落差

有关人士最新表示，异地高考
的问题和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
海和广东。

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一旦全面
“开闸”异地高考，将会对当地的教
育资源等系列问题形成巨大冲
击。因此，教育改革既要考虑改革
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
循序渐进，不停顿、不折腾、不倒
退，避免大的波折。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
殷飞认为，从教育公平角度而言，
考生不论户籍在哪，都有在学习地
参加高考和录取的权利。但一旦
打破户籍限制，又将带来“高考移
民”等新的不公。加之涉及部分城
市和地区的户籍优惠，改革阻力可
见一斑。

对于京、沪、粤等压力大的地
区而言，当前最现实的难题是，在

教育资源“一池水”总量不变的前
提下，如何科学有序打开闸门，既
减少不均衡的落差，又不引起无谓
的波澜。

改革的口子要开多大？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外来人口在
基础教育阶段存量约47万，广东省
则是339万，口子开多大，接受数
百、数千还是上万名新考生，牵扯
多方神经。

黑龙江省招考办副主任车行
全说，开放异地高考后，黑龙江仅
仅迎来189名符合条件的考生报
名，人数没有想象的多，影响在可
控范围内。

一位东部某省教育厅负责人
说，像北、上、广外来人口多、高校
资源富集，压力最大；对浙江、江苏
等东部地区而言，外来人口和压力
次之；像黑龙江、安徽等地属于人

口输出省份，压力最小，改革推进
的力度也会大些，正因为各地情况
千差万别，才导致目前改革推进力
度不一。

教育资源的承载力有多强？
北京市教委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北京城区教育承载力已经接近饱
和，以往投入按照户籍学生配
置，而非按照激增的外来人口需
求。“如把握不好尺度，幼儿园严
重不足、小学入学高峰等问题难
免加重，初高中阶段连带效应也将
出现。”

改革推进的时间表如何确
定？此前，江苏、安徽等省份明确
异地高考在2013年执行，山东、江
西表示异地高考方案2014年实施，
这表明，异地高考的时间表不统
一，“你改他不改，你早改我晚改”，
影响改革的公平性和总体效果。

▲ ▲▲

“试水”：京粤外地户籍考生暂不就地报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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