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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学生为何冒用学籍？
预考制度拦住大部分往届生

顶替学籍和顶替高考成绩不同，顾春
丽等人虽然用了别人的学籍，但仍然需要
自己参加高考，最终也是通过自己的真本
事考上的大学。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在当
时的法律下，顶替学籍是明显的违法举动，
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要冒险干这样的事情
呢？

顾春丽当时的校长汤某江（化名）表
示，在当年的高招政策中，应届生有很多有
利条件。为了拉高升学率，学校就想办法
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
的名字参加高考，“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存
在了好几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
这个情况，全县、全市，可能全省都有这种
情况。”

据杨某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
前有一个预考制度，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
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高考
考场之外。另外，在预考阶段，应届生的过
线分数比复读生要低，再加上学校也有应
届生升学的考核压力，因而顶替辍学学生
的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程如法、顾春丽夫妻假冒学籍的事情
遭人举报后，当地纪委也曾介入调查，并向
媒体回应了相关调查情况。据了解，顾春
丽夫妇假冒学籍事件发生时，灌南县还属
于原淮阴市辖区（现淮安市），而灌南县纪
委从淮安市教育局调出的高招文件显示，
当年高考预考，应届生按75%过线的比例
划定分数线，而往届生过线的比例是25%，
不能通过预考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这也
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杨某等人的说法。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顶替学籍参加
高考的现象远不止灌南县一个地方。“我身
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山东潍坊市昌乐区
教育局工作人员王立庆介绍，他身边也有
不少人被复读生预考不平等分数线“逼”上
了“冒用学籍”的路。此外，如今在东南大
学任教的王志峰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
据他介绍，为了能考上大学，当时确实有不
少人采取了顶替学籍这种特殊手段。

谁该为顶替学籍行为担责？
不同于替考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记者翻阅历年高考政策发现，早在
1980年，国家就开始试行高考预选制度，而
在随后的一两年内，这样的制度被推广到
全国，包含江苏在内的多个省份都采用了
同样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划定了
较为明确的录取比例，复读生自然难以与
应届生享受相同的录取待遇。而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下，考上大学是很多人跳出农门
吃上商品粮的唯一途径，于是便催生出类
似顶替学籍充当应届生等多种违法手段。

实际上，早在 1990年，这样的问题就
已经暴露。当年，一份来自监察部驻国家
教委监察局、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通报
文件指出，当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虚
作假被处理，其中，大部分为顶替学籍者。
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
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
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学资
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
大比例。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片面追求升
学率以及松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高考预考属于
特定制度的产物，有些不合理的地方，限制
了人们的一些机会，在此情况下，顶替学籍
参加高考的行为，类似于‘投机倒把’，应区
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替考行为。因为在这类
事件中，学校也是有责任的。”北京大学宪
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端洪教授对
记者表示。

陈端洪建议，应在保持现有秩序稳定
的原则下，对当事人、涉事学校的错误进行
追究，分析各方应分别承担哪些责任，并及
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综合）

一封举报信引出“公开的潜规则”
江苏灌南疑有千余人冒用他人学籍参加高考 事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专家称应区别于一般替考

夫妻俩均冒用他人学籍高考

举报人名叫赵长江，是当地一家
培训机构的老板。被举报的则是一对
夫妻，丈夫孙大勇目前在灌南地税局
工作，而妻子汪昌梅则为灌南高级中
学的在编教师。

据了解，赵长江和汪昌梅曾经在
同一所学校共过事。今年年初，两人
因为一些小事产生冲突，后矛盾一度
加剧，甚至闹上了法庭。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开始一直叫
他程大哥，后来才知道地税局的人都
叫他孙大勇。但是他儿子却姓程，一
家三口怎么会有3种不同的姓呢？我
感觉到蹊跷，就找人查了一下，发现不
对劲，所以就举报了。”赵长江说，就在
他和汪昌梅夫妻的矛盾一度恶化的情
况下，他突然从同学处得知，孙大勇一
家三口有3种不同的姓。

进一步查询后，赵长江发现了更
大的秘密，汪昌梅和孙大勇实际上并
非两人的真实姓名，“孙大勇真名叫程
如法，他爱人汪昌梅的真名叫顾春
丽”。

在进一步调查中，赵长江获悉，孙
大勇一家之所以会出现奇怪的3姓现
状，主要是因为20多年前，这对夫妻在
考大学时冒用了他人学籍。得知这一
情况后，赵长江随即在网上发布了一
封实名举报信。

这封题为“连云港灌南县地税工
作人员、灌南中学教师顶替他人学籍
升学”的实名举报信彻底打乱了孙大
勇夫妇的生活，举报信称，汪昌梅和孙
大勇，皆非本人真实姓名，二人均是冒
用了他人学籍上的大学，其中汪昌梅
原名叫顾春丽，孙大勇原名叫程如法，
两人的孩子就姓程，举报信也详细列
出了二人户籍所在地，并称冒名之事
在二人的亲戚和邻居中，已经是公开
的秘密。

顾春丽和程如法虽然同为灌南县
人，但两人老家并不在一个地方，上学时
期也并无交集。直到两人相熟、恋爱之
后，程如法才知道妻子也和自己一样，都
因为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而过起了
化名生活。

程如法夫妇介绍，像他们一样顶替
别人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的灌
南县较为普遍，光1993年的白皂中学，就
至少有四五个类似的情况。而整个灌南
县当时共有20多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
都有一所中学，再加上县城中学，当年究
竟有多少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根本无
法算清楚。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通过相关渠道
获得了一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初灌南县部分化名高考考生名单，其中
多人在当地机关单位任职，不少人已身
居校长、副校长要职。

6月 17日，根据这份名单，记者辗转
联系了部分亲历者。现任灌南县某中学
副校长的杨某就是其中一例，据他坦言，
参加高考时，本姓苗的他因顶替他人学
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好在改后的名字
与母亲同姓，回城参加工作后，他到当地
公安机关将原来的名字改成了曾用名。

名单上的很多人不再愿意提及过去
的事情，据杨某估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十几年间，光灌南一个小县城，就至
少有一千人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高考。
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在当时，这样的情况
已然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知情人估算至少千人顶替学籍

灌南县是距离江苏连云港市区最远的县城，也许是较为偏僻的缘故，这里很少得到外界的关注。近日，一封实名举报信打
破了小县城的平静。信中称，如今在当地担任公职的一对小夫妻，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学籍考入大学。一位亲历者透露，在
特殊的历史时期，仅灌南一县，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行政法专家认为，此类顶替学籍行为应区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替考，应在保持现有秩序稳定的原则下，对当事人、
涉事学校的错误进行追究，并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6 月 15 日，记者找到了汪昌梅的老
家。顾春丽的父亲向记者证实，目前在
县城教书的“汪昌梅”确实就是自己的女
儿顾春丽，女婿的真名也不叫孙大勇。
不过，老人并不清楚顶替学籍的事情，他
们只知道，女儿顾春丽先后两年参加高
考，第二年考中大学，他们是在收到录取
通知书时才知道，女儿的名字被改成了

“汪昌梅”。
按照顾春丽父母的说法，顾春丽高

中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灌南县最好的中
学。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高招录取率
很低，在第一年的高考中，顾春丽未能如
愿录取。“当时校长上家里来，动员她到
白皂去复读。”为了让女儿回到乡镇中学
读书，学校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免除了顾
春丽的学杂费。

6月16日，顾春丽夫妇向记者承认高
考顶替他人学籍一事，不过，据顾春丽介

绍，因家庭贫困，在白皂中学（当时的名
称）领导的动员之下，她最终回到老家复
读。顾春丽清楚地记得，高考前夕，学校
老师曾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写，上面的
名字就是“汪昌梅”。

“我问老师，老师说，就按照这样写，
以后还能改回来。”顾春丽告诉记者，由
于当时年龄较小，她并不知道顶替了他
人学籍后，就无法再改回原来的名字，这
意味着她要一辈子过改名换姓的生活。

程如法所遭遇的情况与妻子相同，
1992年高考失利后，他选择了复读，也正
是在复读那一年，他被学校要求改名“孙
大勇”。

“我预考的成绩高出分数线一百多
分，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顾春丽坦言，
当年确实曾听说复读生参加高考，录取
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不少，但因为成
绩非常优秀，他们并非最终的获利者。

当事者称是学校让其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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