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阳班主任

确认书规避了大学责任
昨天下午， 记者联系上阳阳

的班主任刘敏老师。刘老师说，当
时阳阳和妈妈拿着确认书从主城
回江津时， 自己还专门提醒了她
们，问“这种事情稳妥不哟”？

在刘老师看来， 这样的确认
书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而
且从确认书上的文字来看， 也是
规避了学校所有责任的，“要是学
生被录掉了，岂不可惜了？ ”

刘老师说，她教书这么多年，

也曾听过类似情况， 幸亏这次没
有造成阳阳落榜， 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

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看着手上复旦大学的确认书，阳阳母女俩一直

觉得很难过。“妹儿本来想读中国人民大学的，如果
不是当初签了这个确认书，可能第一志愿就会填人
大，这样被录取的可能性就要高一些。”杨女士之所
以这么说， 是因为阳阳班上一位比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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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同
学，已经被人大录取了。

在许多人看来， 能够与国内一流高校面谈，是
非常荣幸的事。但经历了这般跌宕起伏过程的阳阳
却说，就算是大学亲手发给自己的专家组咨询确认
书，也是信不得的，“算是出社会前吃了一个大大的
亏，长了大大的智。 ”

在阳阳看来，教育考试院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问
题的，唯一让她感到不满的是，复旦大学没有正确
评估自己的成绩就与自己签下协议，不但让自己与
心仪的中国人民大学失之交臂，还让自己差一点名
落孙山，“这也许是一辈子都没法弥补的遗憾。 ”

昨天，记者联系上复旦大学招生组一位姓张的
老师。 面对这样的结果，张老师说他也很遗憾：“因
为她的档案调不出来，始终录取不了她，我们也做
了很多努力，这个孩子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

重庆江津高考状元

与复旦签确认书后未被录取
昨天上午， 记者在云升苑小区见

到了阳阳和她的母亲杨女士。 母女俩
的心情看上去并不太好。

杨女士告诉记者，女儿从小读书就
特别不错， 小学毕业后保送到江津中
学，后来一直保送到高中，成绩都是班
上乃至全年级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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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高考分
数公布，

671

分的江津区文科第一名，

让寒窗苦读
10

余年的阳阳开心不已。

为迎接女儿高考，远在广东上班的
爸爸还专门请假回来陪女儿高考。 分数

出来后，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当地一家
媒体的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告诉她， 她的
这个分数是江津区文科第一名。

阳阳说，分数出来后，包括复旦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
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纷纷打来电话，向
她抛出橄榄枝，希望她可以和这些学校
在重庆的招生组进行面谈。“第一次发现
名校离我这么近，以前是努力考名校，现
在是名校打电话让我去面谈。 ”阳阳说，

接到电话后自己的心情相当好。

签下复旦确认书
6

月
23

日这天， 阳阳的手
机收到复旦大学发来的一条短
信：“亲爱的重庆考生，你好！ 复
旦大学重庆招生组已经抵达山
城，欢迎你随时与我们联系，咨
询报考事宜。 ”

阳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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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这天，一
家人坐车来到主城，前往沙坪坝
区丽苑大酒店复旦大学招生组，

一位叫孙程的女老师接待了她。

双方沟通交流后，孙老师称“你
这个分数上复旦大学有点危
险”。 杨女士觉得既然女儿分数
还不错，填志愿时没必要做冒险
的事情。 回到家后，女儿在网上
填报的志愿分别为中国人民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浙江大学。

6

月
27

日晚
9

时左右，阳
阳又接到复旦大学孙程老师的
电话， 这一次孙老师告诉阳阳，

她的分数上复旦大学应该没有
问题，让她和家长第二天再到沙
坪坝丽苑大酒店面谈。

第二天见面后，复旦大学招
生组和阳阳签署了一份“复旦大
学

2015

年专家组咨询确认书”，

这份确认书上写着：经招生组专
家审核， 确定你为复旦大学
2015

年“优秀推荐生”，推荐专
业：社会科学试验班和中国语言
文学类。 优秀推荐生，凡第一志
愿报考我校并且高考成绩达到
我校在当地调档线者，将择优录
取到上述专业

(

类
)

之一。

竟被其他高校录取
离开丽苑大酒店前， 孙老

师特别告诉阳阳， 想被复旦大
学录取要做到三点：

1.

不要填提
前批；

2.

把复旦大学作为第一批
第一志愿填写；

3.

除了复旦大学
之外， 建议任何学校都不要再
填报。

当天回到家里已是下午
2

时许，阳阳很快按照孙老师的要
求修改好志愿。坐在一旁的杨女
士始终觉得心里不踏实：“妹儿，

6

个平行志愿只填一个实在太
可惜了，要不再填一个别的？ ”

在妈妈的强烈建议下，阳
阳又填了另一所上海的高校。

在填好志愿上传之前， 她还专
门拍照传给孙老师。 在孙老师
确认可以后， 阳阳提交了志愿

填报。 随后，阳阳和爸爸前往广
州耍了几天，一家人都在静静地
等待着那份来自复旦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

7

月
18

日， 阳阳提交自己
的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结果，结果
让她感到震惊———自己竟然被
平行志愿的第二所大学录走了。

再一查询，阳阳更惊讶了。

原来，复旦大学今年在渝文科计
划招生

9

人，实际招录
10

人，最
低分为

671.262116150

。

“啷个小数点后还有那么多
位数字呢？ 不可能最后一名分
数比我多

0.262

分嘛。 ”看着手
中的复旦大学确认书，带着无比
的遗憾，阳阳开始调查自己被弃
录的原因。

文综比别人低几分
通过确认书上的电话，阳阳联系上复旦大学招

生组，对方调查后告诉阳阳，录取时由于系统里没
能调到阳阳的档案，导致未能录取她。

为何录取系统没有投自己的档案呢？阳阳又拨
打教育考试院咨询电话，查询到复旦大学在渝录取
最后一位的分数为

671

分。

“同样是
671

分，为啥录了别人而不录我？还有，

小数点后面的
262116150

又代表什么？”对于阳阳的
疑问， 对方解释， 根据重庆市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办
法，相同分数的情况下，若是文科，要比谁的文综分
数高，投档时就会先投分数高的那一个考生的档案。

因此，

671.262116150

分别代表被录取考生的
总分为

671

分，文综成绩为
262

分，语文
116

分，数
学

150

分。 “对方这样一说，我就完全明白了，我的
文综考了

258

分，对方考了
262

分，在这一点上，我
差了几分，最终录取系统投了同样分数另一个考生
的档案，而没有投我的。 ”阳阳说。

律师陈锐伟

确认书是
误人子弟做法

重庆千禧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锐伟认为， 这样的确认书的确
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在陈锐伟看来，正常情况下，

必须按照重庆教育考试院出台的
规定，首先是出分数，然后根据分
数线学生填报学校， 最终学校通
过填报分数线的高低来择优录
取，这样既能保护高分考生，也能
还大家一个公平。“这样签了确认
书最终孩子连档都没被投， 在我
看来是一种误人子弟的做法。”陈
锐伟表示。

（据《重庆晚报》）

重庆考试院

总分相同
再比较综合分

记者昨日就此咨询了重庆市
教育考试院。

根据《重庆市
2015

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实施办法》规定，顺序
志愿的投档原则为： 在志愿优先
的前提下，按照分数从高到低进行
投档，总分

(

统考成绩
＋

附加分
)

相同
考生全部投档；平行志愿的投档原
则为：在分数优先的前提下，按照
志愿顺序进行投档，本科批次总分
(

统考成绩
＋

附加分
)

相同情况下，依
次比较综合、语文、数学、外语单科
成绩，从高到低投档。

曾让阳阳兴奋不已的复旦大学专家组咨询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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