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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新农合定点单位

孕育热线：

0376

—

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 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豫）医广（

2012

）第

11-08-423

号

声 明

兹有信阳正合置业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证 号 ：

411500100004685

），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高考状元成“暴发户”?

调查:68.3%受访者反对重奖

� � �

眼下，一些高考状元成了“暴发户”。 高考结

束后，高考状元成了企业 、政府 、学校等各方

追逐的对象 ，重奖事例屡见不鲜。 近日，《中国

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

腾 讯 网 ， 对

39218

人 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

68.3%

的受访者反对重奖高考状元，

61.6%

的受

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奖励高考状元是把“状元”当

成地方政绩。

51%

受访者表示身边有重奖高

考状元的事例

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三学生吴薇曾是某县的

高考状元，

663

分。 “我当时就被通知到我的初中

学校去领奖。 当时在场的有很多学校和政府的

领导，现场颁给我一块写着两万元奖金的牌子，

还让我戴了大红花。 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我还接

受了我家乡电视台的采访。 ”

重庆市铜梁区教育委员会研究员张达勇介

绍，在重庆铜梁区，每年由政府奖励学校一笔奖

金，有

10

万元左右，再由学校奖励给高考状元以

及高考状元的初中就读学校。 铜梁区附近的永

川区和合川区的奖金是四五十万元， 状元奖励

10

万元，状元的生源学校奖励

10

万元。

贵州省

2012

年高考理科状元张思伟，当年

领取了所在高中颁发的奖金。 张思伟告诉记者，

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奖金会差很多。 “重奖本身是

一种激励措施。 有激励机制存在就有人会去为

之努力， 不重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这种激励

的效果。 ”

调查显示，

51%

的受访者确认自己身边有过

重奖高考状元的事例。

南开大学

MPA

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志红认

为， 重奖高考状元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教育事业

的一种支持， 关键问题在于社会组织对于教育

支持的项目选择上过于单一， 容易哗众取宠。

“过度集中的话，就变成另外一种不公平。 ”

68.3%

受访者反对重奖高考状元

对于重奖高考状元， 公众怎么看？ 调查显

示，

68.3%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25.3%

的受访者表

示支持，

6.4%

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认为，

重奖高考状元从侧面说明整个社会重视教育 。

古时候有 “千金买马骨 ”，重奖状元 ，有助于

营造社会重视教育的气氛 。 “当然 ，政府及企

业可以为教育做更多的实事， 而不是仅仅重奖

高考状元。 ”

但张志红认为， 当前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

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 如果继续固守精英导向

的思路，在教育评价上，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高考状元适当鼓励，但是不能过度累加鼓励。 来

自方方面面的奖励过度集中是另一种不公平。

张志红说， 高考之后进入大学将是一个重

新出发的过程，对此加以正确引导，才可能使学

生踏入大学之后， 能够踏踏实实地充分利用优

质教育资源来成就自我， 而不是沉浸在不太理

性的“捧杀”中无法自拔。 反之，这些学生在大学

入学之初会有非常大的心理落差， 实质上对这

些状元可能并非益事。

张达勇认为，奖励高考状元对于普通学生，

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这会给他们一个只有

第一名才算是成功的印象， 其他的成功都不算

是成功。 这会误导以后的学生去追求一种 “极

致”的成功，但实际上成功是有很多种的。

“对社会来说，这会导致追捧状元的社会现

象的继续存在下去。 ”张达勇说，虽然国家严令

禁止对高考状元的宣传， 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做

到，奖励状元这种事有利益关系在里面，要打破

这种既得利益非常困难。

重奖高考状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调

查显示 ，

40.5%

的受访者认为会导致学习功利

化，

21.1%

的受访者认为会使应试教育和唯分数

论被强化，

14.1%

的受访者认为会造成教育资源

分配不公

,13.9%

的受访者认为不利于培养考生

健康良好的心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鲍传友认

为，奖励高考状元确实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对精

英的尊重。 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奖励数额大大超

越了一般的心理预期，并且有攀比现象。 状元到

底奖励多少，没有衡量的标准 ，应该加以规范 。

从奖励的主体来看 ，政府 、企业 、学校等的功

利性取向越来越明显 。 我国教育面临的大问

题就是功利化现象严重 ，越来越偏离了教育

的本质。而重奖高考状元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鲍传

友认为重奖状元加剧了生源竞争，各个学校各出

奇招，形成非常大的利益链，恶化教育生态环境，

必然扭曲教育本来应该有的方向，加剧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的功利性行为。

61.6%

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把高

考状元当“政绩”

调查发现，

61.6%

的受访者认为， 一些地方

重奖高考状元是把状元当成“政绩”，不赞同这一

说法的比例为

34.5%

，

3.9%

的受访者表示 “不好

说”。

张志红指出，在某些相对贫困的地方，如果

能够出一个状元，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就可能变出

政绩，反复如此，导致在农村当地的教育变成一

种教育，即高考教育———能出多少状元就说明有

多重视教育。 实际上，地方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

投到基础公共教育服务， 也就是义务教育上去。

因为义务教育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劳动

者整体素质。政府用这些钱过度支持高考状元在

实际效用上不利于贫富差距的控制。

“我们呼吁并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一个地方

教育的考评，不再是比能出多少个状元，多少个

清华北大学生，而是当地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有多长，当地劳动者受到职业教育的培训能促

进多少就业。 ”张志红说，应该从教育管理部门、

社会组织、媒体、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等多角度来

形成一种更好的对教育的理性投入机制，让教育

公平得到彰显，让教育公共服务的各方面得到提

升。

张达勇建议，要奖励高考状元，还是应该由

学校来奖励，而且奖励数额应该降下来。 以精神

奖励为主，奖金应该是象征性的。 如果企业要反

哺社会，反哺家乡的话，应该在学校建立奖学金，

将这样的奖励惠及更多的学生而不是高考状元

一个人。

鲍传友看来，政府重奖的人应该是对社会有

重大贡献的人，通过一次考试获得状元，本身只

是一种个人行为， 而且任何考试都有状元产生。

此外，政府的奖金是纳税人的公共资源，是否要

奖励，奖励金额应该是多少，应该经过听证等程

序。

“所有人都应该理性、平静地看待状元现象，

才能淡化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做教育，而并不是

追求轰动效应。 奖励状元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

让状元来讲一下自己的奋斗经历，这本身就是一

种奖励。 ”鲍传友说。

（据《中国青年报》）

教育部通报 5起

教育乱收费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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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４

日在其网站通报了今

年上半年发现的

５

起教育乱收费典

型问题及处理情况。

通报指出， 这

５

起教育乱收费

问题分别是河北省衡水市衡水中学

违反“三限”政策招生、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不规范，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第九中学违规举办国际班， 湖南

省长沙市稻田中学违反“三限”政策

招生， 四川省南充市第一中学清理

规范未完成、自立名目乱收费、超计

划招生， 云南省大理州存在未及时

开展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工

作。

这

５

起教育乱收费问题中涉及

的学校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均受到

处理，包括行政警告、行政记过、降

职以及书面检查等处理方式。

通报指出， 为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教育乱收费问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全国治理教育乱

收费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

５

个督察组，分赴河北、内蒙古、湖南、

四川、云南等

５

个省（区）开展规范

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重点

检查。

通报要求，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从上述问题中吸

取深刻教训， 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

策，自觉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要进一

步加大专项治理力度， 抓住春秋季

开学、暑假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

展教育收费重点督察； 强化查信办

案工作， 加大直查直办和督察督办

力度， 对查实的乱收费行为予以曝

光；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对于检查发

现的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并严肃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教育部：

2014年起推荐免试

研究生不再设置留校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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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４

日公布的 《关于进一

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指

出，

２０１４

年起， 教育部下达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以下简称推免）名额时不再区分学

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不再设置留校

限额。

通知要求， 推荐高校也不得对

本校推免名额限制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报考类型， 不得自行设置留校

限额或名额。

据了解， 推免是研究生多元招

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加强拔

尖创新人才选拔、 提高研究生招生

质量的重要举措。

通知要求， 对推免工作程序进

行调整优化， 推荐工作统一于每年

９

月

２５

日前结束，推荐工作结束后

启动接收录取工作， 接收录取工作

统一于每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前结束。 推

荐阶段招生单位不得进行与考生签

订接收录取协议等工作， 接收阶段

不得开展推荐工作。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