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全面放開異地高考
近萬考生嚐頭啖湯 全家如釋重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經過四年的「鋪

墊」，廣東異地高考政策「三步

走」的最後一步——全面放開異

地高考終於實行，9,570名考生

拿到「入場券」，留在廣東報

名、考試、填報志願。廣東異地

考生表示，交齊所有資料通過審

查後，一家人才鬆了一口氣，終

於可以安心在深圳參加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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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題盤點
■全國卷1（廣東、安徽、福建等8省）

根據考試分數差異的漫畫材料，寫一

篇不少於800字的文章。

■北京

兩題選一

1、《白鹿原上奏響一支老腔》，以

「『老腔』何以令人震撼」為題，寫

一篇議論文。

2、請展開想像、以「神奇的書籤」為

題，寫一篇記敘文。

■上海

對「評價他人的生活」這種現象的看

法和思考。

■浙江

對虛擬與現實的看法。

■江蘇

話長話短。思考在這個時代，是彰顯

個性還是提倡創新。

整理：記者 江鑫嫻

粵異地高考三步曲
1、2013年起，通過積分入戶廣東省的異
地務工人員、高技能人才，其隨遷子女
不受入戶年限、就學年限等限制，可在
廣東省報名參加高考，並可與廣東省入
戶地戶籍考生同等錄取。

2、2014年起，經縣(市、區)人民政府主

管部門認定的在廣東省具有合法穩定職

業、合法穩定住所並連續3年以上持有廣

東省居住證、按國家規定在廣東省參加

社會保險累計3年以上的進城務工人員，

其隨遷子女具有廣東省中職學校3年完整

學籍的，可在廣東省報名參加高等職業

學院招收中職學校畢業生招生考試，並

可與廣東省戶籍考生同等錄取。

3、今年起，上文第2項中人員的隨遷子

女在廣東省參加中考並在父親或母親就

業所在地市具有高中階段學校3年完整學

籍的，可在廣東省報名參加高考，並可

與廣東省戶籍考生同等錄取。

整理：記者 李望賢

49歲的四川大叔梁實第20次步入高考考場。被網
友稱作「中華第一考王」的他說，今年將是最後一
搏，目標要上四川大學數學系。

梁實年年參加高考，除了「中華第一考王」，還
有「高考最牛釘子戶」等封號。但他已表明，今年將
是他的「終極一戰」，「再不成功，我就把一切都結
束了。」

梁實是四川眉山市仁壽縣人，為了備戰今年高
考，他提前1個多月到綿陽南山中學實驗學校補習。

有了高考19次的經驗，梁實今年改變之前幾乎只
看書、不做題的複習方式，採取「題海」戰術，並用
「勤勉」、「激勵」等詞語鼓勵自己，希望今年高考
有所突破。

懷抱着「川大夢」的梁實近年每逢高考季就成媒
體關注焦點。兩年前，他曾說媒體關注帶給他不小的
壓力，「大家以為我是在炒作，其實不是的，我真的
只是想圓自己的大學夢，想證明下自己。」梁實去年

再次落榜，數學和理科綜合（物理、化學、生物）成
績不佳成為致命傷，他只能期待第 20 次高考能圓
夢。 ■綜合《成都商報》及《綿陽晚報》報道

49歲「考王」終極一戰

為確保高考考生能健康地參加完
考試，今年高考期間，北京市999急

救中心啟動了立體化救援模式，首次使用醫療救援專
用直升機為高考考生提供服務。

為了應對高考期間出現的突發情況，尤其是位於
郊區等相對偏遠的考點發生的情況，999急救中心專
門調派了兩架專業的航空醫療救援直升機參與此次高

考保障。
在考前，航空醫療人員就已在考場附近選好了醫

院或符合要求的地點作為直升機的臨時起降場所，並
將相關的航線等信息提前向有關部門進行了報備。而
此次投入的直升機將和地面的急救車輛一起組成地空
一體化醫療救援體系。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京醫療直升機待命

惠州大亞灣的成片商品樓，長期無
人居住，有價無市，被媒體稱為「睡
城」。但對江西籍的李先生來說，在
這裡數十萬注定蝕本的買房投資，是
在深圳長大卻沒有深圳戶口的女兒去

年在廣東參加高考的昂貴敲門磚。
李先生的女兒和今年全面放開異地高考的政策僅

有一年的距離，失之交臂。經濟緊張的家庭在惠州
買房入了惠州籍，最終她曲線留在廣東考試，但家
裡從此背上經濟包袱。

作為外來人口大省，在廣東讀書的隨遷子女並不
少，以往每到高考時，這些隨遷子女只能回鄉高
考，他們當中很多人學習刻苦，成績名列前茅。一

名老師說，回原籍考試的學生面臨着學業與心理的
雙重挑戰，以往回原籍的學生，經常用QQ、微信
拍試題回來求助。

深圳明珠學校的福建籍學生陳耀民幸運地等到解
禁的一年，異地高考政策的實施，讓他和近萬考生
放下了焦急忐忑的心，坦然走進考場。人群中，他
們和其他深圳的孩子並無區別。在謀劃未來時，陳
耀民想到了母親從貧窮的家鄉來到深圳打拚的勵志
故事，由衷地說，深圳有很多平等的機會。

一個考試的機會，改變了他和背後近萬家庭對這
個城市和社會的平等認知。教育平等，才能有社會
的平等。

■記者 李望賢

教育平等才有社會平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李望賢 北京、深圳報道）
940萬考生在場內拚搏，場外則駐守着無數執着的「守望
者」——考生家長和老師們。昨日一大早，不少穿着紅色衣
服的家長和老師紛紛提前趕到考點外專程「送考」，希望能
和孩子一起迎接人生第一次「大考」。有家長告訴記者，
「專門穿上紅色上衣來給孩子送考，是為了討個『旗開得
勝』的好彩頭。」

搭1小時地鐵送餐打氣
「我們家住得比較遠，所以提前十幾天就在考點周邊預定了
酒店。為防止出現電梯停電等突發事件，我特地預定了低樓層
的房間。」家長王女士告訴記者，孩子今年被分配到人大附中
考點，由於離家太遠，她專門請假陪同孩子入住酒店。
記者在考場外看到，全家出動「送考」的家長不在少數，

其中很多人特地為這個「大日子」挑選了服裝。「我們專門
穿上了紅色上衣來給孩子送考，為了討個好彩頭。」人大附
中考點外，許多穿着紅色上衣的家長告訴記者，紅色衣服既
顯眼又喜慶，希望能讓孩子更加自信。廣東的家長和老師則
更多的是身着旗袍，同樣是為了考生帶來「旗開得勝」的好
意頭。
在深圳中學考場外，一名來自寶安西鄉的家長提着保溫大
袋子出現，就引起其他家長和媒體的圍觀。原來這位爸爸是
來送愛心高考午餐。一臉汗水的戴先生笑指，家裡一早就張
羅着買了兒子喜歡的菜和排骨，又煲了清淡的湯，坐了一個
多小時的地鐵趕到考場為兒子加油打氣。

根據相關規定，2016年起，經縣(市、區)人民政府
主管部門認定的在廣東省具有合法穩定職業、

合法穩定住所並連續3年以上持有廣東省居住證、按
國家規定在廣東省參加社會保險累計3年以上的進城
務工人員，其隨遷子女在廣東省參加中考並在父親或
母親就業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階段3年完整學籍的，可
在廣東省報名參加高考，並可與廣東省戶籍考生同等
錄取。

閩生9歲轉學如願深高考
作為流動人口密集城市，深圳隨遷子女考生人數
居廣東省第一位，有2,487名異地考生分別邁入深圳
44個考點參加高考。據深圳媒體報道，在2,000多名
深圳異地高考的考生中，有24名在深圳市明珠學
校，陳耀民正是其中一員。9歲年那年，陳耀民隨
父親從福建老家轉學到深圳。但直到去年，當時讀
高二的陳耀民仍處在能否順利在深圳參加高考的擔
憂中，看着同學們的學習節奏很快，有時在課堂上
都有些迷茫。交齊所有資料通過審查以後，陳耀民
一家人才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安心在深圳參加考
試。他認為，在深圳機會都是平等的，在深圳參加
高考能夠更好地實現他的目標。目前，他的目標是
讀金融專業，畢業後從事風投行業。
廣州協和中學高三（7）班學生鍾夢瑤是廣東首批
享受到全面開放異地高考福利的隨遷子女，其父母
在廣州做清潔工人20多年。雖是四川籍，但夢瑤從
小在廣州生活並接受教育，說着一口流利的粵語。
而高三（10）班學生湯健曾遺憾地送走多位同窗好
友。「回原籍地考試，教學方法不一樣，複習進度
不一樣，他們對學習、生活都需要重新適應，這會
對他們的考試不利。」作為一位廣州籍學生，湯健
認為開放異地高考是合情合理。

未來幾年料異地考生續增
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黃友文介紹，從前兩年來
看，在廣東參加異地高考的考生不是很多，2014、
2015年報考高職院校人數都不到500人，實際錄取在
300人左右。但今年申請在廣東參加異地高考的學生
超過萬人。根據摸底調查，廣東未來幾年異地高考報
考人數還會繼續增加。
不過，仍有一些學生因為條件不符，或者異地高考
未明確時間選擇返回老家考試。深圳市明珠學校高三
年級一名老師表示，高三原本有30多名異地戶籍學
生，有10餘名學生不得不選擇回老家參加高考。他
指，有一名原本成績年級排名第一的學生，因為是異
地考生，被迫回老家讀高三。該老師坦言，全面放開
異地高考政策，不僅可以讓學生安心準備高考，而且
對於教育者來說也是對學生的一種負責。

** ((

��1?1?

■考前，梁實作最後備戰。 網上圖片

■廣東全面放開異地高考，近萬考生拿到「入場券」。圖為內地考生在進考場前相互加油鼓勁。 新華社

家長老師紅衣送考
寓意旗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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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生送來
愛心午餐。

記者
李望賢攝

▼家長老師着
紅衣送考。

記者
江鑫嫻攝

「高考愛心車隊」昨日等候在山東省鄒城
市實驗中學考點外。 新華社

昨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第六中學南區考點門
口，家長們為考生祝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