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探访】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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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高考有1071万人报名， 比去年增加40万人。 其中北京参加统一高考的有
4.9万余人。 7月7日-10日， 高考即将开启。 面对疫情防控下的特殊形势， 今年北京高考
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午报记者进行了现场探访———

■所有考场进入封闭管理阶段， 近七
天未进行核酸检测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2020年本市高考将在7月7日至10日举
行， 参加统一高考的49225名考生将走进
本市132个考点应考 。

今年本市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共有
49225人，考点校为132个，考场2867个。 而
2019年高考本市考生近6万人， 考点校89
个，考场1790个。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今
年本市每个考场的考生人数从30人减少到
20人， 降低考场人员密度， 加上备用考场
的安排， 所以虽然考生人数少了， 但考点
数量比往年多出三成。 目前所有考点已经
布置完成， 进入封闭管理阶段， 最近7天
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是丰台区最大的考
点校， 共设标准考场33间， 备用考场3间，
将有660名考生在此参加高考。 7月3日9时
50分， 十二中举行高考模拟演练， 4位老
师装扮成 “考生 ” 从校门口有序排队进
入， 自动测温仪提示体温无异常后， 他们
顺着学校搭建的蓝色雨廊， 一路按标识找
到准考证对应的教学楼。

对于体温异常的考生， 学校将安排工
作人员将其引导至校门处的二次测温处
或医学观察室 ， 视情况到备用考场或者
转运送医。 心理教师将与体温初测异常的
学生进行交流， 缓解其焦虑情绪。

■考场上严格消毒， 并配备防疫副主
考1人、 心理疏导员1人

在考场门口， 监考人员核验身份证和
准考证后， “考生” 进行手部消毒， 方可
进入 。 门口的桌子上摆放有免洗消毒
液、 口罩和消毒纸巾， 便于考生取用。 工
作人员正在对各考场的门把手 、 桌椅 、
窗台等进行细致消杀。 在上午及下午考试
前， 学校会对考场和考务室及其物体表
面开展预防性消毒， 卫生间的消毒也以手
部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为主， 如门把手、
水龙头等， 确保使用卫生清洁。

十二中联合总校本部校区校长蒋炎富
介绍， 本部校区考点共有考生660人， 分
布在33个考场， 每个考场20人。 本部校区
的本校监考人员33人 ， 外校监考人员33
人， 配备校医2人、 外派防疫副主考1人、
心理疏导员1人， 其他考务人员24人。

■接送考生家长请不要聚集， 避免交
叉感染

蒋炎富表示， 每年高考都有家长送考
并守候在考场外 。 今年为了避免人员聚
集， 学校要求家长看到考生平安进校后自
行离去， 不再聚集， 避免交叉感染。

十二中所在的丰台区今年将有2600多
名考生， 共设有高考考点8个， 其中备用
考点2个； 总计169个考场， 其中备用考场
34个。 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7月1
日， 丰台区教委组织对所有涉考工作人员
进行了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考点内会设置考场示意图， 有工作人
员引导学生有序入场； 每个考场外都摆放
免洗手部消毒液， 方便学生和考务人员入
场前手消。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
从4日起， 所有考场进入封闭管理阶段。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前后， 总有人炒作
某地高考阅卷工作极不严肃， 阅卷教师甚
至不管对错， 乱打分。 事实证明， 发布这
些帖子的人往往是为博取关注， 还有的是
部分高考成绩落差较大或考试不理想的考
生和家长武断地认为是阅卷出了问题， 胡
乱猜测。

【案例 】 2019年高考前 ， 一篇题为
《惊人！ 中国高考判卷内幕， 寒心啊！》 的
文章在网上热传。 该文作者自称是 “山西
某中学教师”， 参与过高考阅卷， 发现有
一些阅卷老师为了赶进度， 不管对错随意
批改， 而且复核者也未发现问题， 甚至出
现 “20分题被给0分” 的极端情况。 此文

涉及高考内容， 吸引眼球， 在网上流传至
少超过10年， 内容严重失实， 每年高考之
后总会被好事之徒拿出来传播。 2019年，
教育部官网在盘点高考谣言时已对该文进
行过专门辟谣。

教育部提醒 ： 现行的高考 “网上评
卷” 模式， 从制度设计到实际操作充分体
现客观公正。 评卷教师要过 “四关”： 一
是资格关， 评卷教师以高校教师、 中学教
师及教研人员为主， 对评卷教师的教学时
间、 教研经验、 评卷经验以及专业技术职
称等都有具体要求； 二是培训关， 所有评
卷教师都必须经过严格培训， 熟练掌握评
分细则和要求； 三是考核关， 所有评卷教

师都必须通过评卷流程 、 要求 、 系统操
作、 保密等考核， 考核不过关， 不得参与
评卷； 四是试评关， 正式评卷前， 所有评
卷教师要进行试评， 即评卷教师按照评分
细则对样卷进行试评， 检验其对评分细则
和宽严的把握情况， 不合格的再次进行培
训， 全部合格后方可进行正式评卷。

阅卷一般实行 “一人评一题” “双评
制”， “双评” 超过一定差值的， 则提交
第三位教师进行 “三评”， 确保评卷分数
的准确和有效。 此外， 评卷系统还制定了
严格的评卷质量监控体系， 对评卷质量进
行全程跟踪、 实时监控和分析， 及时预警
和提示等， 确保出现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和
纠正。

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
保障“平安高考”

【“阳光高考”“公平高考”取信于民】

重要提醒：勿信“高考真题”“内部招生”谣言
每年高考前夕， 网上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借高考话题炒作虚假信息， 误导

考生和公众。 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部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
高考假新闻、 假信息，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网络谣言， 谨防上当受骗， 也希望网民
不信谣、 不传谣。

每年都会有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或交
流群中兜售所谓 “高考真题 ” “绝密答
案 ” 等 ， 标榜 “准确率极高 ” “违约退
款” 等诱惑信息， 并以 “预付订金” 等名
义要求用户先付款。 有的不法分子声称可
以花钱雇佣 “枪手” 替考， 还有的借传送
“样题试卷” 的名义向用户电脑或手机发
送病毒， 套取用户信息。

【案例】 2019年6月12日， 山东济南
警方破获一起网络售卖高考押题试卷骗取

考生家长钱财的案件。 据民警介绍， 数万
元一套的高考押题试卷， 其实是嫌疑人李
某花几百元从书店和网上买来的普通考试
试卷。 李某利用家长想提高孩子高考成绩
的急切心理， 冒充某知名辅导机构负责人
向家长兜售所谓 “高考押题试卷”， 骗取
多位家长钱财共计十余万元。

教育部提醒： 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
级材料， 其保管和运送都有严格的管理措
施， 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实行封闭式管

理。 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不要相信那些能提前拿到高考真题或答案
的言论 。 不要在网上购买所谓 “高考真
题” “绝密答案” 等。 购买涉密材料， 本
身也是违法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解释》 明确， 对在高考、 研究生
考试以及司法考试等4大类 “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 中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谣言一：网上出售所谓“高考真题”“绝密答案”

谣言二：不法分子吹嘘弄到“内部指标”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考生和家长不熟悉
高考相关招生政策实施诈骗。 有的声称不
用看分数， 只要花钱就能搞定； 有的吹嘘
自己可以弄到某某大学定向招生计划， 保
证录取， 公开叫价， 收取高额 “定向费”。

【案例】 李某在朋友交往中得知， 高
某的独子即将参加高考， 遂告知对方其舅
舅在北京一知名高校任教授， 可通过 “内
部指标” 帮孩子上大学。 高某孩子的成绩
分数只能上三类本科院校 ， 心有不甘
的他找到李某求助， 并根据对方要求支

付了15万元 “活动” 经费。 高某拿到李某
带来的录取通知书， 但与此前承诺不同的
是， 通知书上的录取学校是一所并不知名
的学院。

李某解释称， 孩子只是暂时先在该学
院军训， 结束后就可以转入之前说的名校
读书。 然而， 军训结束后， 孩子仍然在这
所不知名学院读书， 高某还了解到， 这家
学院面向社会招生并不局限于高中毕业
生， 毕业后也无法提供国家承认的学历，
与李某声称的知名高校更没有任何关联。
意识到被骗的高某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最终， 李某被法院认定为实施诈骗罪并被
判刑， 此前骗取的十几万元如数退还， 但
此时距高校开学已过去数月， 其他落榜考
生早已开始复读。

教育部提醒： 经过40多年不断改进完
善， 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科学规范、 监
督有力、 公平公正的考试招生体制机制。
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都在网上进行， 并严格
执行已公布的招生计划， 根本不存在所谓
的 “内部指标”， 更不会向家长收取高额
费用。

谣言三：网上年年流传“准考证丢失”

以往高考期间， 网上经常流传××考
生准考证丢失的信息。 广大网民看到后替
考生着急， 迅速在群内和朋友圈转发。 有
不法分子往往借此虚构情景骗取网民
同情， 提供虚假信息， 所留手机号多为吸
费音讯电话 。 若有好心人按照电话号
码回拨， 并且按电话提示音操作 ， 就可
能掉入吸费陷阱。 也有网民虚构捡到 “试
卷” 消息， 借高考话题散布虚假信息博取
关注。

【案例】 2019年高考开考前夕， 微信
群、 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流传着一则虚假信
息 ， 声称 “捡到一张高考准考证 ， 刘思
宇， 考点在实验高中， 请朋友们转发， 让
刘思宇联系这个号码1560633××××。 一定
帮他群发一下，这孩子一家肯定急死了，别
耽误孩子高考！ ”从2016年“白娅倩”、2017
的“杨雷雷”“孙超”“党喜龙”、2018年“刘明
炜”“刘明婷”等同学到2019年的“刘思宇”，
年年丢失准考证， 套路依旧。

教育部提醒： 看到类似信息， 建议先
跟考生所在中学或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
布的举报电话联系确认。 在未经核实的情
况， 建议不转发， 更不要拨打信息中的联
系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散布谣言，谎
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 情节较轻的 ，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谣言四：胡乱猜测阅卷教师乱打分

提示：为了防控需要，今年接送考生家长请自觉不聚集扎堆

高考：一切准备就绪7月7日—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