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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一站式”服务惠民生

7 月 15 日，在福州市市民服务中心，市民（左

二）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办理自助取号。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按照“马上就办、办就办

好”的理念，持续推进行政审批项目“瘦身”，缩减审

批环节和时间，整合优化审批流程，“一站式”行政

审批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办理给企业和群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 □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记者赴湖南部分“生源大县”调查，发现民办中职招

生领域存在一条以招生贩子为纽带的灰色利益链，以虚

假招生宣传、预收学费、疑似买卖生源等手段，将学生

“人头”卖出高价，黑手重点伸向农村初中学生。黑幕背

后，是对学生价值的盘剥。

湖南省近期对一批中职违规招生行为彻查严处，通

报了8起违规违纪典型案例，涉及部分中职学校、初中生

源学校和社会中介招生贩子相互勾连的问题，并取消了

相关学校跨市州招生计划。

线下蹲守、线上拉拢，“招生贩子”全面渗透
不久前，湖南一所偏远地区农村初中的初三学生小

林(化名)，刚一放学就被人盯上了。

“他在校门口和我搭讪，说一口本地话，却自称是长

沙一所中职学校的肖老师。听说我读初三，就特别热情

地给我买零食，让我拉同学一起去他们学校参观。”小林

告诉半月谈记者，肖老师承诺，每拉一人报考这所学校，

就为他“报销”3000元学费。

听说前往长沙参观的来回车费、餐费全包，小林觉得

“看一看也无妨”。5月17日，他拉着3名同学一起上了一

辆前往长沙的大巴。当天，车上共有51名初三学生。

看着精美的招生宣传册上气派的校园，大巴上的西

西(化名)很兴奋，可到了学校，她彻底失望了：“实地一看，

完全不是宣传册上的样子。学校在很偏远的郊外，一丁

点大，教学楼破旧。带队老师指着一块块空地给我们‘画

大饼’，说以后会有哪些规划。”

西西告诉记者，一位身穿迷彩服的“教官”告诫参观

的学生，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尤其不准拍照。

参观后，小林、西西等人被拉去听了一个讲座。“讲座

老师一直在强调学校很火，很多热门专业名额有限，提前

交3000元预订学位才能确保入学。”西西说。

听完讲座后，一些学生打电话向家人要钱，还有些学

生在现场通过微信转账交了预订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

学生，“老师”再次发动攻势。小林回忆：“我说暂时没这

么多钱，老师说可以帮我垫付，下次再到我家来拿。”

记者了解到，在一起相关案件中，22名学生前往民办

中职参观，其中19人交纳了3000元“学位预订金”。

为了拉更多学生，“老师”们除了蹲守校门，还发起线

上攻势。他们建起 QQ 群，发红包来激励学生“拉人头”。

“群人数满 100 人，‘老师’就发红包，满 200 人又发红

包。”小林说，群里每天都会发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学

校介绍，鼓动学生抓紧报名。“我所在的一个群，那个学校

被教育部门曝光违规招生之后，‘老师’还在鼓励大家抓

紧交钱预订学位。”

通过校外培训机构扩大“招生网络”，也是惯用招数

之一。湖南主动查处的一起案例中，一所乡镇初中周边

的培训机构，声称受相关中职委托组织“招生面试”，收取

学生50元面试费，营造出一种“学校火爆，要竞争入学”的

态势，实则是违规招生、夸大宣传。

利益链串起招生各方，“人头”卖出天价
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透露，比对近3年当地中职学

籍和初中学籍的大数据发现，一批初中学校生源流向明

显异常。

他举例说，某农村初中在2019年向某民办中职输送

生源超过 150 人。“一所中职学校一届可能就招三四百

人，一所初中就输送了几十上百人，生源输送高度集中，

极不正常，我们怀疑是‘团队作案’。”

所谓“团队作案”，指的是招生贩子与初三毕业班的

个别班主任、老师串通买卖生源。他们让老师对学生大

力宣传特定民办中职，如果有学生报名，招生贩子则从中

收取“人头费”，同时，将“人头费”的一部分以介绍费的名

义分给老师。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生源“人头费”近年来水

涨船高：“一名三年制中专生，最高开到 2.6 万元，一名五

年制中专大专连读生，价格已开到6万元。”

“班主任只要推荐一人入学，就能拿到 3000 到 5000

元介绍费。”一位教育部门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个别

老师受利益诱惑，在平时会有意无意向学生强调“升学

难”，并顺势推荐学生去特定民办中职就读。“如果送几个

学生到中职就能赚几万块，会不会有的初三老师宁可带

差班，也不愿带好班？”

生源就是财源，农村生源被层层盘剥
部分民办中职为何舍得花数万元“买”学生？答案

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生源就是财源。

多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同一笔账，即中职学校至

少可以从学生身上赚回 5 笔钱：一是民办中职学校可以

领到国家提供的免学费补助资金每生每年 2400 元；二

是学费一般每学年约为 8000 元至 1.5 万元，3 年三四万

元；三是“顶岗用工费”，即推荐学生在企业缺工时以“顶

岗实习”名义上岗，收取数千到数万元“管理费”；四是以

“套读专科”“技能培训”“考试资料费”等各种明目多次

收取的杂费；五是毕业前将学生引荐给企业收取的数千

元不等“招工介绍费”。

业内人士指出，民办中职招生肆无忌惮的原因，一方

面是受利益驱动，一些民办中职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高，软

硬件设施落后，培养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是风险小，报名

就读民办中职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成绩落后、家境贫困

的农村初中生，入学后通常不会反抗，也不善于维权。

“这些农村孩子原本就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家庭

还指望着他们好好学一门手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最后却被忽悠到一些名不符实的学校，遭到层层盘剥。”

一位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多位受访者认为，在中职招生季，湖南主动彻查民办

中职违规招生，近期曝光了 8 起典型案例并予以严肃处

理，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震慑，为各地类似现象敲响警

钟，值得肯定。同时也应看到，已曝光的案例只是“冰山

一角”，民办中职院校招生乱象暴露出的中职教育招生生

态之弊，亟待严厉肃清和规范。

□ 据《半月谈》记者 袁汝婷 谢樱

一个生源卖6万，专向农村学生开刀？
记者调查：部分民办中职招生黑幕重重

在线教育、“虚拟”产业园、新个体经济、共享生产

……我国将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速数字经

济，激活消费新市场、培育壮大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蓄势助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个部门 15 日公布的《关于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

大就业的意见》提出支持 15 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

产业平台化发展、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产业

园和产业集群、“无人经济”、培育新个体经济支持自

主就业、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探索多点执

业、共享生活、共享生产、生产资料共享及数据要素

流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数字经济展现强大活

力和韧性，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在助力疫情

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对冲行业压力、带动经济复苏、

支撑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意见，在线上服务方面，重点是健全完善与

线上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打造线上

线下有机融合的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市场。

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重点是提升数字化

转型公共服务能力和平台“赋能”水平，降低转型门

槛，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

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方面，重点是完善保障制

度，适应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就业形态和模式发

展，完善自主就业、灵活就业、“副业创新”、多点执业

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内生动力。

在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方面，重点是发展多

种消费形态，探索深化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革，以

物质生产资料数字化支撑共享共用。促进数据要素

流通，拓展生产资料供给，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已进入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阶段，引导

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要破除惯性思维，推动制度

供给改革，打造发展新优势和新机遇。

□据新华社

数字经济提速！
我国力推15种新业态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