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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8_A7_82_E5_c67_269423.htm 考生郭明明，三年参

加高考，次次考得高分。而每次高考之后，他都会成为当地

各高中学校争夺的目标，并由此成为“小富翁”。 赵三虎、

张军今年双双考上清华大学，分别获得学校奖励18.8万元。 

本校学生考取名校后，成为学校争夺生源的“利器”。一些

学生在重奖诱惑下，怀揣“通知书”不去报到，加入到了复

读大军行列。 重奖清华、北大苗苗，资金来源何处，对社会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近日做了调查。 高分考生三校流转

“待价而沽” 晋北某县县城南大街一间小小商店的门楣上，

悬着一块“状元匾”。匾高约1米，长约两米，朱漆托底，金

粉裱字，路人的眼里充满羡慕。匾额上跳荡明艳的色彩和不

太讲究的字体，又透着几分浮躁。 得到这块匾的是19岁的学

生郭明明。 郭明明今年高考以672分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 

得知，像郭明明这样的考生，正是高中教育中所谓被“磨尖

掐尖”的典型。他凭借不俗的学习成绩，在多所高中的争夺

中不断“转会”，最后，凭着和学校的一纸合同，在考上清

华大学后，从该校获得7万元。 郭明明高中三年，是在某县

四中读的。2005年在四中参加高考，表现不俗，显示出他可

能成为一个高分招牌生的潜力。但他“盯死了要考清华”，

遂进入复读行列。2006年，“极具潜力”的郭明明被本县另

一条街上的一中抢走，条件是：免除郭明明本人的全部复读

费用，郭明明可以同时带两个姐姐来一中读书，也是免除费

用。 2006年，郭明明高考获得640分的高分。但他仍然选择了



不走，并再次被众多的高中学校激烈争夺。 另一地的二中为

抢到这一“招牌学生”，开出如下条件：免除郭明明复读期

间的一切费用；如果郭明明能在二中考上清华，二中愿付15

万元奖金；其中7万元给郭明明，8万元分给任课教师。 郭明

明在两次“转会”后，于今年考上清华大学。他除去不用为

自己消费的所有教育资源支付任何费用外，又额外有了7万元

的收入。 郭明明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领取这笔奖金，而是和

学校签订了另外一个合同：由二中全额支付郭明明上大学，

和将来上研究生所需的一切费用。“我们的孩子念书花钱，

人家的孩子念书还倒挣钱”，这是郭明明所在县许多学生家

长的感慨。他们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受榜样

的刺激，更多的人投入了“一切为了高考”的洪流中。 重奖

考上清华的学生18.8万元 郭明明的故事在山西并非孤例 2007

年7月，晋南某县传出消息，该县的赵三虎、张军分别以617 

分、652 分的成绩，获该县文、理科状元。两名学生均被清华

大学录取，刷新了十几年来，该县没有出过清华学生的历史

。与此同时，另一则消息也引起外界关注，两名学生所在学

校董事长兑现承诺，重奖这两名考生每人18.8 万元。 2007年9

月10日 县城府城路，路边一块巨型的广告展板上，赫然写着

：“××学校真情回报父老乡亲”，板面上，赵三虎、张军

成为宣传的“法宝”。 学校校门两面，长达十多米的横幅分

列左右，上书鲜艳的大字：应届生张军以652 分勇夺全县状元

；应届生赵三虎以617 分勇夺全县文科状元。 走进学校，迎

面教学楼门口，又是一对醒目的牌匾，分别由学生张军、赵

三虎及家人赠送。教学楼大厅，粉红色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

书，被扩大了足足有几十倍，制成整块的宣传板。板面的一



侧是“喜报”：应届 生 张 军 于2004 年入学海泉，通过3年不

懈努力，于2007 年高考中，以全县高考状元的优异成绩，被

清华大学录取。 学校东面三楼的校长办公室，同样摆放着两

名清华学子的赠匾。了解了记者的来意，办公室一位工作人

员说：“校领导不在，这儿有一些我们的宣传资料，你看看

，有什么事，再来吧。” 问及重奖高考生、与其他学校抢夺

生源一事。该工作人员说，重奖学生是校领导兑现2001年建

校之初的承诺，至于抢夺生源，他不知道。随后，记者拨通

了学校董事长兼校长王海泉的电话，他说在外地，不便接受

采访。 途经此处的当地人说，往年，该校的招生情况并不太

好，今年，家长们纷纷将孩子送到了这儿，“哪怕是高收费

”。很大程度上，大家是冲着学校出了两个状元来的，希望

孩子也有个好的未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