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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尖子生去哪儿了？
逾六成考生上本科，本科上线率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12%，四年翻一番……
几天前，全市高中工作会议透露了这样
一组信息。看数据，洛阳高中教育质量
称得上相当不错。但，纸面上的数据难
掩质疑与担忧。

就拿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来讲，这是
最直观的，也是不懂行的人最关注的。7
人、7人、7人、8人、9人、13人——从2009
年至今，洛阳除了去年有13 人考上清
华、北大，其余年份均不到10人，其中
还不清楚有没有、有多少招飞生、贫困
地区专项生。按常识想，整体教育水平
提升了，一本上线考生基数变大了，尖
子生也该相应增加才对是吧？

是好是坏，是升是降，人们爱比
较。在洛阳本地网络论坛里，就有不少
人拿洛阳的高中与兄弟城市的高中相
比。比如周口郸城一中，这些年，该校
常常每年超过 20 人考上清华、北大。
洛阳这么大一个城市，还不如人家一所
县级高中，的确让人不解。

当然了，就像一个段子调侃的：文
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清华是软卧，普
通本科是硬卧，专科是硬座，民办是站
票，成教的在行李架上挤着——火车到
站，都得下车找工作。是的，上了清华、
北大的人并不绝对是最优秀的人，拿多
少人上这些学校来衡量一个地方、一所

学校教育水准的高低太绝对，甚至浅
薄。但一个背景是，多少年来，广大市
民是为洛阳的基础教育质量而骄傲的，
总觉得洛阳底蕴厚，洛阳人素质高，洛
阳的好学校多、好老师多、教育质量高，
比好多大城市都不逊色。可年复一年，
能上清华、北大的考生总是寥寥，让人
心里打鼓。

是洛阳的孩子不聪明吗？是洛阳的
孩子不用功吗？当然不是。那么，洛阳高
中教育怎么了？洛阳的尖子生去哪儿了？

其实，这些年关于洛阳优秀生源外
流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许多教
育界人士也深表担忧。家长托关系、找
熟人，花费大量精力、财力，想方设法把
孩子送出去，送到外地知名高中，为
啥？就是为了孩子将来多点儿考入名
牌大学的机会。

这样一来，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循环：
尖子生到外地读高中，增加了上名牌大
学的机会；那些学校考上名牌大学的人
数多了，又会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

洛阳优秀生源外流，当然跟外地名
校“掐尖”有关系，但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对
洛阳高中教育质量滑坡的担忧。在普通
人仍惯于用考入名校的学生数量作为教
育质量“风向标”的当下，洛阳教育应当直
面问题，从自身找原因，并予以回答。否
则，要想打消质疑与担忧，挺难。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是洛阳的孩子不聪明吗？是洛阳的孩
子不用功吗？洛阳的尖子生去哪儿了？

■微论撷英

大学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身体
近日，晚报官博转发的一条“大

学生两年做8次人流”的新闻引起本
地网友强烈反应。晚报记者走访洛
阳高校后发现，大学生发生婚前性
行为的情况很普遍，学生怀孕或人
工流产的事情也时有耳闻。

看完报道，@喊我黄三金竟显
得很淡定：年轻人未婚同居、人流手
术低龄化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starloveleaf21问道：难道只有当“两
年做8次人流”的新闻频发时，才会
引起社会的重视？

对于婚前性行为，大学生自己
“无所谓”吗？@天秤座的奶茶发言：
现在的大学生不敢说有一半支持，
最起码也有一半不反对。@继承人
杜齐认为这都是冲动惹的祸：年轻
人的思想越来越“前卫”，顾虑越来
越少，认识不到后果的严重性。@白
小宁你好可爱表示赞同：一些女孩
对自己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负责任。

如果可以将此解释为“孩子不
懂 事 ”，那 么 家 长 要 不 要 负 责 ？
@lvming36直言“家长有失职之过”：

孩子上了大学后，许多家长自觉“功
德圆满”，可以卸下担子了。@沉溺
于静补充道：有些家长不是没有管，
而是管的方式还停留在严词说教阶
段，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还易引发
年轻人的叛逆心理。

学校呢？在@一页西国看来，大
学的性教育有所缺失，应当教会年
轻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猫的
嫁衣也说：学校内大大小小的讲座
每天都有很多，但是涉及性教育的
几乎没有，生理健康知识讲座很少。
@洛阳好备T接过了话茬儿：至少要
告诉女孩们，别把人流不当回事儿。
如果他不能给你穿上嫁衣，就别脱
掉自己的衣服！

不管是男还是女，作为成年人，
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也尊重他
人！@张栩翔认为，没有正确的认识，
就不会有正确的教育：社会还是处在
谈性色变的阶段。@本亦如此_最后
说：“堵不如疏”，关键是要教会大学
生尊重自己的身体。

（陈曦 王斌）

龙门 站e

在太原有人花费千万元买一个村长位
置，但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因为上位后随
便开发一块地皮，便可获利至多数千万元。
有很多村干部是借款买选票，有的甚至借高
利贷，但只要有机会竞争，都会借钱一博。

——太原市的一名村干部如此告

诉《第一财经日报》
“忠贞度”不够。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八路

军采购物资途中被捕被杀害，70岁的
王某多次向民政局提请追认父亲为烈
士遭拒，这是该民政局给出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