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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不应成高考地点拦阻索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唤教育公平

不久前，“北上广”陆续公布异地高
考方案，有些“霸王条款”依旧引来了不
少人的“吐槽”。围绕着异地高考这一
热点问题，我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
及省教育厅厅长对此进行热议，并呼唤
教育公平。

省人大代表
安徽省律协常务理事韦东

爆料“房叔”
不一定侵犯隐私

由于自己是一名律师，韦东这次希望把

自己的困扰带上两会。

“在民事诉讼案中，律师经常需要调取银

行、房产部门的相关信息，但取证难的状况还

是存在。”韦东举了个例子，诉讼双方打官司，

如果原告赢了官司，但被告没有钱，就会造成

“法律白条”的状况。因此，韦东建议，下一步

希望出台相关规定，对律师的调查权扩大。

最近社会上总是出现“房叔”、“房妹”，

韦东打趣道：“如果律师都查不到，更别提老

百姓了。”

在韦东看来，依法行政过程中，律师是屏

障，起到监督作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相关

财产信息该向特殊人群公开，既保护了当事人

的个人隐私权，也保障了对方的知情权。”

之前有律师说举报“房叔”、“房妹”的人

存在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但韦东却不是同

样的想法。

“如果市民爆料相关信息，经过查实后确

定是被爆料人犯罪，那就不算侵犯他人隐私；

如果爆料的不是真实情况，那就涉嫌侵犯

了。 ”韦东透露，现在有部门正在酝酿加大对

网络举报人的监管力度，“让市民既在网上举报，

又能保护相对人的隐私，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房叔”事件后，不少人呼唤对政府官员

的财产公开，“全国一盘棋，整个工作在试点

过程中，推行财产公开的法律体系没有问题，

关键是执行力问题。”

省人大代表、阜阳市颍泉区
教育局局长刘继平

用民办园的房产证
“抵押”安全

“学前教育一直被弱化、边缘化，九年义

务教育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刘继平此次希

望通过相关建议来呼唤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

更多的财力。

提到幼儿园，就不能不提校车和食品安

全，特别是民办幼儿园众多，校车、食品等校

园安全如何保证？

刘继平向记者建议一种有效的三级管理

模式：每个中心校安排专人对民办园的报批

等进行管理；每辆车上配摄像头，在中心校就

可以将校车上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区政府

成立督查小组对各乡镇的校车安全进行不定

期监控。

“针对校车安全，我们不仅跟民办园负责

人，也跟校车司机签订责任书。”刘继平表示。

而他也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创新的想法，

就是用民办幼儿园的房产证“抵押”安全，

“比如你有没有房子？房子值多少钱？”

刘继平介绍，如果民办幼儿园发生了校

车、食品等方面的校园安全问题，就会先用房

产证拍卖，先拿着这笔钱去处理问题，“这样

他们心里绷着一根弦，会做得比较实在，也比

较认真。”

本版稿件：俞宝强 祝亮 赵莉 李皖婷 王玉

沈娟娟/文

省政协委员严建文

认为之所以存在所谓的

“异地高考”问题，是因为

全社会存在教育资源分配

不合理、区域性划分过于

明显等，因此要想解决这

一问题，就要进行教育制

度改革，平等共享全社会

教育资源。比如说，学生

在某大城市接受了三年的

高中完整教育，就应当在

当地享有高考的权利，而

不应当因为本人户籍不在

当地就拒绝其参加高考。

省政协委员严建文：

接受高中完整教育应享受当地高考

“异地高考”牵涉到教

育公平问题，应当尽快解

决，省政协委员马昭华建

议，应当取消教育地方保

护，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可

以采取照顾的办法，尤其照

顾那些对于城市发展、建设

作出较大贡献的外来者。

省政协委员马昭华：

取消地方保护 照顾外来建设者

省政协委员赵林认为，要解决

“异地高考”问题需要政府加大力

度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实现全社会

教育资源平等共享。可以说，教育

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从来就没有

改变过，一些高校想通过自主招生

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也未能从根本

上解决。因为高考问题牵一发而动

全身，还牵涉到户籍、劳资关系等各

种问题，积累的问题也比较多，必须

找到突破点加以改革，且高考制度

非改不可。

省政协委员赵林：

全社会教育资源应平等共享

“异地高考是个好事，符合人民

意愿。”刘继平的工作跟教育有关，

当得知记者的采访主题时毫不犹豫

地表达了对异地高考的支持。

对异地高考，刘继平总结了这

几句评价：党和人民对进城务工者

子女的关爱，要拥护；操作要规范；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把异地高考的

工作做得更细更有效。

“把异地高考的口子开得更大

一些。”刘继平建议，这样对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有积极意义。

省人大代表刘继平：

异地高考的口子要开得更大

昨日，就此话题，记者采访了

省教育厅厅长程艺。他表示：“异

地高考对安徽考生没有影响，在

安徽高考是全部放开的，只要有

高中学籍，就可以在安徽参加高

考。我欢迎更多的学生，在安徽

参加高考。”

目前我省已在着手异地中

考，也就是说，未来阜阳的孩子，

如果在合肥上高中，可以参加高

考；上初中的学生，也可在合肥继

续上高中。

省教育厅厅长程艺：

在安徽不仅可以异地高考，还可以异地中考

“异地高考问题，一直是学校

和家长关注的问题之一，作为高校

的老师，我也一直在关注。”省政协

委员、合肥师范学院校长、副书记

吴先良说。

好在安徽的异地高考是放开

的，北京也于近日公布了相关异地

高考的条件，这是异地高考的一种

进步。在新出来的异地高考条件

中，不仅可以满足孩子异地高考的

愿望，同时又防止了高考移民的现

象，今年的高考应该会好很多。

省政协委员吴先良：

异地高考的放开，可以防止高考移民

“农村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

都不如城里，考试却要用一个分数

线，不太公平。”省人大代表董燕是

一名来自农村基层的代表，她希望

国家在农村子女的升学方面能有

所照顾。

“城里孩子学习的紧张程度和

条件都比农村好，农村孩子也不可

能跑到城里来补课，但在高考升学

方面却‘一视同仁’。”董燕表示，

“要是我们农村考生的高考分数线

能降一点就好了。”

省人大代表董燕：

农村考生的高考分数线能降一点就好了

“北上广地区的学生上名校比

我们更容易，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教

学力量更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名

校分数线更低。这是非常不公平

的。”在谈及教育公平时，省人大代

表戴夫说。

戴夫认为，对于清华、北大、复旦

这样的部属高校，是属于国家的资

源，不应该在对当地的考生“敞开大

门”的同时，对外地考生“再三刁

难”。“如果是自主招生，可以挑选你

需要的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但在高考

中，我认为这些大学的分数线在北上

广地区绝对不能低，至少应和其他地

区平起平坐，不能搞特殊化。”

省人大代表戴夫：

北上广的名校分数线要和其他地区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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