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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前“抢跑”：提前一
年签约“掐尖”

重庆市民张先生的女儿今
年参加中考，但在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同沙坪坝区一所重点
高中签约，对方承诺只要中考
后第一志愿填报该校，就可以
降分录取。“孩子的初中成绩
还不错，这所重点高中说以后
要把她作为苗子培养，冲刺北
大清华。 ”张先生说，孩子班上
还有两名同学也同样被“相
中”，签订了提前录取协议。

记者调查了解到， 为了提
前锁定部分成绩拔尖的学生，
每年初三上学期开始，重庆市
一些重点高中学校就陆续“抢
跑”“掐尖”， 以允诺高额奖学
金的方式吸引学生家长签约。
一位初中老师透露，他所在的
学校今年有多位尖子生先后
被某重点高中签约，学校承诺
的奖金高达数万元。

一些签约的学生家长告诉
记者， 重点高中在签约时，要
求学生中考第一志愿必须填
报签约学校， 同时缴纳 2000
到 5000 元不等的保证金。 与
一般协议不同，这些提前签约
的协议只有一份，签字后学校
立即收回保管。 家长不仅拿不

到书面协议，交的保证金也没
有收据。

这样的签约协议有效吗？
记者咨询教育部门了解到，这
类私下协议属于被严令禁止
的违规提前招生，签约不具备
法律效力。 但一位重点高中招
生老师说：“多少年来都是这
么操作的，我们的信誉还信不
过？ 只要考生达到签约条件，
都不会毁约。 ”

采访中， 一些老师和家长
对重点高中提前“掐尖”的做
法提出异议，签约相当于提前
占了名校录取名额，剩下来录
取其他考生的名额就少了，明
显不公平。 还有家长质疑，作
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公办
高中， 保证金收取后怎么入
账， 高额签约奖金又从哪里
来？

中考后“攻防”：为抢生
源互挖“墙脚”

除了在中考开始前提前下
手、锁定尖子生源，一些重点
高中还在中考结束后展开“攻
防战”。 由此还衍生出“翻墙”
“挖挖机”等“黑话”“暗语”，在
家长圈内广泛流传。 例如，“翻
墙”指的是考生从一所高中所
属的初中跳到另一所高中，

“挖挖机” 则是指挖其他学校
墙脚的手段。

按照规定， 考生在规定时
间可以修改中考志愿。 但为了
防止学生“翻墙”填报其他学
校，一些重点高中使用各种手
段限制考生填改志愿。 在统计
填报考生个人信息时，有学校
擅自将考生家长手机号改为
班主任的手机号，由班主任保
管志愿填报系统密码，中考结
束后由学校统一为班上的高
分考生填报志愿。 一些教育系
统人士向记者证实，这种做法
多年来在重庆都较为常见。

重庆市中招办规定， 补办
志愿填报密码须由考生及监
护人携带户口本、 身份证、准
考证，在指定时间前往指定地
点办理。 为了防止考生找回志
愿填报系统密码修改志愿，一
些重点高中采取种种手段，各
显神通。 记者了解到，有学校
提前收走了签约考生的身份
证、户口本，防止考生变卦；有
的派出老师在修改志愿的地
点门口蹲守，对修改志愿的考
生进行围追堵截；还有学校以

“游学”为名，在填报志愿期间
组织高分考生去外地，使考生
无法到场修改志愿。

“中考一结束我女儿就被

带出去了 5 天，这期间联系不
上孩子，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只有班主任口头保证说孩子
是安全的。 ”家长李女士说，事
后才知道女儿被带到云南玩
了一圈， 还有被带到广东、内
蒙古的。

违规“掐尖”招生缘何屡
禁不止

在重庆，“掐尖”招生带来
的恶果正在显现。 当地教育界
人士反映，持续多年的“掐尖”
招生使个别学校的升学率直
线上升，但也使普通学校与处
于金字塔尖的“超级中学”的
生源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好老
师也不断流失，“一树兴而百
木枯”。 以 2018 年高考为例，
重庆市理科前 100 名中有近
一半考生来自同一所重点高
中，高分段几乎被少数几所重
点中学垄断，普通学校的学生
考取好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

“掐尖”招生也引来学生家
长担忧。 一些家长反映，学校
为了争抢生源给学生极限施
压，使得孩子“想改志愿也改
不成”； 还有初三学生签约后
被要求提前学习高中课程，承
受压力巨大，家长质疑这样做
对孩子的长远发展不利。

教育部 2018 年 、2019 年
连续两年下发关于做好普通
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严格规范普通高中
招生行为，所有学校（含民办
高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
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
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违
规争抢生源、“掐尖” 招生、跨
区域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提前
招生。 重庆市教委也做出了相
关禁止性规定。 层层禁令之
下，违规招生现象为何仍然屡
禁不止？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熊丙奇分析，按照当前的升
学竞争模式，生源质量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升学业绩，
这就决定了学校容易产生“掐
尖”招生的冲动。 一些地方的
“超级中学”，很大程度上就是
依靠长期违规“掐尖”招生形
成竞争优势，并以此不断巩固
优势地位。

多位教育界专家表示，良
好的教育生态离不开高中学
校的规范招生。 地方行政主管
部门须破除升学率比拼的短
视思维， 以更有力的措施，严
管“超级学校”，对违规“掐尖”
招生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净化
教育生态。 / 新华社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
生活环境差是老旧小区常见的
“四老一差”困局，不仅成为小
区居民的一桩“心事”，也是现
代化城市及社区治理的一大
“心病”。

2017 年底，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在厦门、广州等 15 个城市
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
点。 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各地
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
17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作为
城市发展的见证者， 老旧小区
不应被遗忘， 但改造工作面广
量大，改什么、怎么改、改后如
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考验城
市治理水平。

从整修房屋到加装电梯
改造因地制宜

位于江苏南京玄武区红山
路的十字街小区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建筑面积近 4 万平方
米，约有 1800 户居民。 据小区
居民徐开健介绍， 刚入住时小
区整体环境尚佳， 后由于车辆
增多、房屋老化、人员变化，小
区“脏、乱、差”等现象愈发严
重。

2017 年，该小区历时近半
年，投入 3000 余万元，完成了
环境整治、房屋整修、基础配套
改造等 40余项整治内容。现在
小区环境整洁，道路宽敞，曾经
的垃圾死角已不见踪影。“居住
环境变好后， 大家也不好意思
再破坏。 ”徐开健说。

老旧小区情况各异， 因民
所需、 因地制宜成为改造“法
宝”。 2017年，广东广州海珠区
兰蕙园小区开展老旧小区“微

改造”。 改造中，水管老化、“三
线” 交织等几十项居民反映强
烈的意见被收集上来。“围绕居
民痛点，先干什么、提升什么，
有了路线图。 ”海珠区素社街道
办事处主任庄婷婷说， 小区改
造面积 2 万平方米， 涉及资金
600 万元，“每分钱都争取用在
‘刀刃’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在此前的吹风会上介绍，目
前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主要分三
大类： 一是保基本的配套设施，
包括水、电、气、路等；二是提升
类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活动场
地、配建停车场、物业用房等；三
是完善公共服务类的内容，包括
养老、抚幼、文化室等设施。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试点
城市共改造老旧小区 106 个，
惠及 5.9万户居民。北京、上海、
广州、 杭州等城市在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方面进行了大量探
索，2018 年全国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已完成 1万多部。

改造力破“三大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 老旧小

区改造的流程包括计划制定、
资金统筹、综合协调等环节。 在
这过程中，居民意见统一、老旧
设施更新、 资金筹集渠道等是
多地面临的共性问题。

———居民意见不统一时有
发生。“因历史遗留原因，老旧
小区地面及楼顶有较多违建，
施工队拆除时， 常遭到居民反
对。 ”南京市玄武区住房保障和
房产局物业管理科科长潘永祥
说，加装电梯更是如此，不同楼
层的业主诉求不同， 很难达成

一致的意愿。
为深入了解民意， 在整治

前， 玄武区召开多场居民议事
会征求意见，在整治过程中，有
关街道还会提前公告设计方案
和展示样品，并设立咨询台、意
见反馈箱等了解居民需求，及
时优化方案。

———改造牵涉单位多，协调
难度大。“三线”整治一直是改造
中难啃的“硬骨头”。“管线混乱
是旧城普遍现象， 一般而言，迁
改费用由各管线单位分摊，但由
于这些单位多为垂直管理，协调
难度大。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处处长
赖永娴说，为此，广州出台“三
线”整治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和技
术规程， 明确整治牵头模式、技
术规范及费用分摊方式。

———改造资金筹集渠道单
一。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全国的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是以市、
区两级财政资金为主， 社会和
居民参与较少。“根据城市发展
规律， 该项工作点多且持续时
间长， 单纯依靠财政资金压力
较大。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
办公室主任贺剑峰介绍。

为持续推进小区改造，广
州等地探索建立“以政府投资
带动企业、居民共同出资”的资
金筹措机制。 对于水电气等基
础配套设施， 由财政专项资金
加以保障；对于提升类项目，则
鼓励居民通过自筹、 房屋维修
基金等渠道筹集部分资金。

从“生人社会”到“熟人社
区”改造意在构建长效机制

小区环境改善后， 居民更

加追求有序的社区秩序、 融洽
的邻里关系。 以老旧小区改造
为载体，厦门建立社区居委会、
小区业委会、 物业企业三方联
动机制， 进一步增强老旧小区
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 归属感
和自豪感，将“生人社会”打造
为“熟人社区”。

多位基层人士认为，老旧
小 区普 遍存 在 居 民 收 入 不
高、出资意愿低、硬件条件先
天不足等问题， 改造后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任重道远 ，需
要社区、物业、小区等主体共
同形成合力。

十字街小区成立业委会后，
招聘了南京苏宜馨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进行管理。 该公司负责
人陈海亚表示，“进驻后， 我们
主动为居民服务， 尤其在改造
期间做好保障工作， 现在物业
费收缴率已经超过 80%，停车
场的收费率达到 100%。 ”

在广州， 涉及改造的社区
成立“建设管理委员会”，搭建
公众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平台，
并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长者
综合服务中心、 母婴室等便民
设施场所建设相结合， 推动实
施“微心愿”、社区学堂等互助
项目， 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积极性。

“老旧小区改造远远不仅
是一个建设工程工作， 更多的
是一个社会治理、 基层组织动
员工作，需要发动老百姓共谋、
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黄艳
表示，在这过程中，政府一定不
能大包大揽， 而要加强政策支
持，引导发动居民积极参与。

/新华社

提前一年高价签约、组织高分考生“玩消失”……

重庆部分高中“掐尖”招生乱象调查

涉及上亿居民的老旧小区该怎么改？

提前一年高价签约尖子生，组织高分考生“玩消失”，为抢生源互挖“墙脚”……“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重庆市一些重点高中为了提高升学率，不惜采取多种违规手段争
抢高分生源，由此带来普通学校与“超级中学”的生源质量差距拉大等问题，引发不少学生家长和教育界人士担忧。

记者从中国横道河子猫
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获悉，
今年上半年这里新增 80 余
只虎宝宝， 再次壮大了中国
人工繁育东北虎种群。

这个中心是世界最大的
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
在哈尔滨、 牡丹江等地设有
虎林园。

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
饲养繁育中心总工程师刘丹
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有 80 多
只虎宝宝出生， 大多数老虎
产幼崽都在上半年完成。 今
年新出生的虎宝宝, 个体大
一点的可以采食吃肉了。

刘丹介绍， 东北虎的繁
育高峰期一般出现在五、六
月份。 与虎妈一起生活百天
后， 虎崽将被送至园内的野
外散放区独立生活， 在半散
放状态下提高自身奔跑和捕
食等能力。

据悉， 中国人工繁育东
北虎的技术日趋成熟， 技术
人员对每年新生虎的数量和
质量进行管控， 以保持东北
虎种群后代的优良。 预计该
中心今年全年将新增 100 余
只虎宝宝。

中国人工繁育东北虎已
有 30多年历史。 1986年，中
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
育中心成立时仅有 8 只种
虎，目前已有东北虎 1000 余
只。 /新华社

世界最大东北虎人
工饲养繁育基地今
年上半年新增80
余只“虎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