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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福建省泉州市
鲤城区检察院对6名替考学
生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据介
绍，这6名学生是贫困生，之
前大多在学校表现优秀，却
因一场考试中替考被抓，检
方对该案进行研究，认为6名
学生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
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决定

对他们不起诉。
此前，据公开报道，根据

约定，替考学生每过一科，能
获得200元报酬。因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们答应了。学
生们在持假身份证考试时，
被监考人员发现。鲤城区检
察院检察官前往6名涉案大
学生所在学校走访调查，通

过与学校领导、院系书记等
交流后得知，6名大学生都来
自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家庭
经济确实困难，他们平时靠
学校勤工助学金解决部分生
活费用。此外，大多数人在
校期间表现优秀，有的学生
专业成绩排名第一。遂作出
上述决定。 （刘洋）

防大学生当高考“枪手”
高校拉“警戒线”

山东“最严高考令”规定“预备枪手”主动交准考证一律不追究；
专家表示仅靠约束学生难以根治作弊

虽然有考试作弊“入刑”的震
慑，但今年高考前夕各地教育部门
也没有放松警惕，纷纷出台防范替
考等作弊行为的举措。作为替考

“枪手”的主要构成群体，高校学生
成为各地的主要防范对象。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向高校下
发“最严高考令”：要求高校加强学
生管理，防止学生参与替考，对于
预备做“枪手”者，只要在高考前主
动交出准考证，退出考试的，一律
不予追究。

新京报记者发现，包括福建、
海南、河南等省也于近日下发通
知，要求各高校在高考期间采取限
制学生离校、掌握动态等方式，杜
绝高校学生参与高考作弊。

有专家指出，通过约束高校学
生行为来防范作弊，代价太大且有
失公平。让高考更加专业化，明确
考试机构、监督部门和考生的责
任，才是解决替考问题的路径。

福建省教育厅在《高考期间加强高
校在校生管理的通知》中提到，没有特殊
理由，高校在校生6月7日、8日两天不准
请假离校。高考期间，各高校要加强对
在校学生的跟踪管理，实行每日摸查，逐
一掌握学生动态。对校外集中实习的学
生，要通过实习指导教师进行逐一清点、
核查。对经批准请假离校或单独在外实
习的学生，要在高考开考半小时后与学
生电话联系。对无故未到校者，要逐一
查明去向。

此外，福建省教育厅还要求各高校
对涉及招募高考“枪手”、组织作弊等信
息，应及时清除。对违反学校规定，擅
自离校或参加高考替考的“枪手”学
生，一律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涉嫌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高考期间还将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情
况进行抽查，对管理不严、工作不负责
造成替考舞弊的高校，除追究替考者
责任外，将严肃追究相关高校和人员
的责任。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做
好2018年高考期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
通知》规定，高考期间，各高校加强对学
生考勤管理，一般不允许请假。因特殊
情况确需请假的，应核清原因，除常规
审批程序外，要经上一级主管领导审核
把关，并报学校学生工作部门备案。对
无故未到校者，要逐人查清去向，对去
向可疑者，要深查细究，防止学生参与
替考。

《通知》还列出了《刑法》对于“组织

作弊”或“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相关法
律规定，要求各高校加强教育引导，只要
在高考前主动交出准考证，退出考试的，
一律不予追究。否则一经查出，将按照
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严肃处理。

此外，山东省教育厅还在此次高考
前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对管理不严、不
认真清点和对工作不负责任造成替考舞
弊者，表示除追究替考者的责任外，将严
肃追究学校领导、学校有关部门和有关
人员的责任。

山东
高校学生去向可疑要深查细究

海南省教育厅在《关于加强高考期
间高校在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列
举了2015年该省高考查处的4例替考事
件，其中部分涉案人员获刑。“个别在校
大学生不懂法、不自爱，以身试法，实在
令人惋惜。”该通知要求，各高校要指定
专人负责高考期间本校学生的管理工
作，并通过宣传，强调代替他人考试等

“助考”作弊行为已经入刑。
“这是防止替考行为的一个方面，打

击作弊器材等专项工作同时由各个部门

在做。”6月5日下午，海南省考试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介绍，在高考前下发通知，
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管理，旨在从源
头 杜 绝 替 考 等 高 考 作 弊 情 况 ，是 堵
住 漏 洞 、降 低 考 试 风 险 的 必 要 之
举 。 此 外 在 高 考 期 间 ，相 关 部 门还
会在学生进考场前，利用技术手段双
重核验参考人员的身份信息；考试后，
还会组织专人对所有考场进行视频回
放，如果在回放中发现违规行为，立即
查处。

海南
通报历年大学生替考追责案例

福建
高考期间大学生不准无故请假离校

高考前将防止替考作弊
的行为延伸至高校、延伸至
对高校学生的诚信管理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认为，这是“被逼出来
的政策”，如果要切实遏制替
考行为的出现，则要系统考
虑为何在考试中会有众多替
考行为存在。储朝晖认为，
在高考改革中让高考本身更
加专业化，事实上是解决替
考问题的根源所在。

储朝晖特别强调了考试
招生立法的重要性，“招生也
要有法律依据，没有专业的

评价主体就形不成规则。”他
进一步解释说，出台考试法，
主要把考试相关的主体责任
权力边界界定清晰，比如考
试机构、考生的权利和责任，
监督部门的责任，在法里进
行明确界定。“把考试当成专
业工作，交给专业组织来实
施，考试法来规范考试的行
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路
径。”储朝晖说，高考作弊“年
年抓、年年有”的现象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实际上耗费的
资源也多，对社会的负面影
响很大。

“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约
束了更多的学生不可以在高
考期间请假，代价太大了，大
多数学生是诚心的，却要为
了少数替考人员承担成本，
逻辑上有问题的。”储朝晖认
为，部分高校学生参与替考
是被利益打动，在他从事教
育研究接触的替考学生中，
大部分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但成绩好的孩子，仅仅因为
缺钱便铤而走险。储朝晖因
此也建议学生们，不要陷入
替考的利益中，不要抱有侥
幸心理。

■ 案例

日前，北京市通州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考试作弊
案，组织作弊的犯罪嫌疑人
找来了北京一所高校的研
究生颜某，让他专门在考场
外解答从考场内传出的题
来进行作弊。审理本案的
法官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团
伙落网时，这名高校学生最
终没有做题，所以未被追究

刑事责任。
据介绍，当时20余名学

生佩戴微型摄像头作弊器进
入考场，用设备拍出图像传
出等待答案，但他们不知道
组织大家作弊的鲁某等人
刚被警方控制。鲁某等 7
人被指控组织考试作弊罪
受审。

颜某说，他受被告人的

委托在考试进行时“在考场
外面做题”，对方承诺没有风
险，做一科题给5000元作为
报酬。他在考试当天，来到
考场外感到是在参与作弊，
想放弃离开，结果鲁某一再
承诺给他加钱，希望他能够
做题。但最终考场内的题目
还没有传回来，鲁某等人就
被警方控制。

研究生为挣5000元考场外做答案未遂

过一科获200元报酬 6名贫困生替考被抓

6月6日，江苏高考考生尝试“刷脸”进考场。今年高考，多地引入科技手段核验考生身份信息，防范替考“枪手”。

■ 专家说法
“考试立法和专业化解决高考作弊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