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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明辉
为规范个别竞赛在组织过程中

暴露出的问题，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在复核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评审
办法、评审标准，健全异议处理机制、
监督机制等，对申请参评的竞赛项目
严格把关，特别是加强资格能力审
查，实施全程跟踪，坚决避免参赛项
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
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
等参赛造假行为。

毫无疑问，这一《通知》非常具有
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近期个别中
小学全国竞赛组织过程中暴露出一
些明显不合常理的问题，如评审不严
格、明显超出学生认知能力、涉嫌家
长代劳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这
些中小学生“代劳式参赛”是违规不
诚信的，不但有损具体赛事项目的公
平和公正，也让社会的整体公平跟着
蒙羞，是到了必须严肃对待和统一整
顿的时候了。

应该说，此次《通知》很好地抓住
了此前中小学生“代劳式参赛”的直
接和主要病根，即由于此前的相关竞
赛办法不完善、评审不严格等，给一
些别有用心的家长等人员实施中小
学生“代劳式参赛”等行为制造了机

会和空间。亦因此，此次的《通知》明
确要求在复核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评
审办法、评审标准等，从而坚决防止
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
为，非常及时必要。

但就现实来讲，要想遏止中小学
生“代劳式参赛”，仅靠完善相关竞赛
参赛制度本身，恐怕还是有所不足的。

众所周知，有需求才有中小学生
“代劳式参赛”。稍稍研究不难发现，以
往之所以有部分中小学生家长找人甚
至不惜亲身代劳，帮孩子造假，参与相
关的竞赛等，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参赛
一旦获奖，就被附加了可以升学加分等
直接或间接的不应有的额外利益，从而
刺激了一些家长等通过为孩子“代劳式
参赛”并极力获奖的动能。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已
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此次《通知》
就明确，严禁将各类竞赛作为中考加
分依据。但显然，这只是去掉了参加
竞赛活动的显性好处，具体如何把这
一要求落到实处，以及去掉隐性的参
赛获奖动能，如日后高考录取加分或
参考等，显然不是此次这一通知本身
所能完全有效解决的，还需有关各方
进一步努力和采取措施应对。

还需注意的是，“代劳式参赛”虽
然屡屡被曝光、被社会所质疑，也被
有关方面明确拒绝，但仍有人前赴后

继地参与和实施，除了利益巨大外，
更关键的还是由于造假成本太小。
以最近被曝光的几个太过明显的中
小学生“代劳式参赛”获奖为例，虽然
在媒体等聚光灯下，相关方面迅速查
处，但对造假者来说付出的代价仅是
道歉、奖项被撤销等，除此之外几乎
没有实质损失，更别说一些造假不很
明显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了。中小学
生“代劳式参赛”违规成本之小，由此
可见一斑。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者
敢于造假、能够造假制造了条件。

当然，中小学生“代劳式参赛”
屡发，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
学校、社会等方面的诚信教育，还是
存在比较薄弱的一面，不管是对学
校还是对社会等，都需要在强化诚
信教育的基础上，自觉抵制中小学
生“代劳式参赛”等不诚信的造假
行为。

简言之，遏止中小学生“代劳式
参赛”，就事论事完善参赛制度、严肃
参赛纪律、去除参赛获奖显性利益
等，是规范“代劳式参赛”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固然非常重要，但这只是迈
出了有效遏止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
在此次制度如何有效落地、隐性利益
去除、违规成本加大、诚信参赛意识
培养等方面，及时深入作为，形成合
力，久久为功。

在杭州工作生活的林女士，5年前在老家宁波
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后来一直没回去住，就把钥匙
交给了物业代管。去年，林女士偶尔在一部热门
电视剧上看到，剧中女主的家很眼熟，而且剧中
人都在别墅里吃饭睡觉摔摔打打。仔细一看，
竟然就是自己的别墅。据7月21日《钱江晚报》

遏止中小学生“代劳式参赛”需多方合力

豪华别墅久未住，
物业收钱租剧组。
女主睡了自家床，
离奇堪比电视剧。

之所以有部分中小学生家长找人甚至不惜亲身代劳，帮孩子造假，参与相关的竞赛等，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参赛一旦获
奖，就被附加了可以升学加分等直接或间接的不应有的额外利益。此次《通知》就明确，严禁将各类竞赛作为中考加分依据。
但显然，这只是去掉了参加竞赛活动的显性好处，具体如何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以及去掉隐性的参赛获奖动能，如日后高考
录取加分或参考等，还需有关各方进一步的努力和采取措施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