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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命运因高考而改变

1977年，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向内蒙古大地
上的莘莘学子敞开，“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响彻城市乡
镇、农村牧区，一代年轻人心中理想的火焰被重新点燃。

那一年，全国570万名考生从农村、牧场、工厂、矿山、
课堂等不同地方奔向考场，迎接人生的机遇和挑战，甚至不
少父子师生、兄弟姐妹同时参加考试。

1977年，24岁的续维国在通辽市一家歌舞团担任舞蹈
演员，因主演大型讽刺喜剧《白卷先生》而红极一时。经过
自学，他还在《哲里木报》上多次发表稿件，但由于没有初
中、高中毕业证，续维国听说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也不敢说出
自己的梦想。他每天晚上怀揣着想参加高考的纠结去演
《白卷先生》，白天又忍不住去看只有举着高中毕业证才允
许报名的拥挤场面。

后来，小学班主任应邀来看他演出，并鼓励他去参加高
考。“老师从布制手提袋中拿出一叠《哲里木报》，我发表的
作品她都收集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续维国回忆说，他拿
着自己的作品去教育局毛遂自荐，获准破例参加高考，一举
考入通辽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农业大
学工作，如今已经是国家二级教授、一级作家，并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回忆起当年的高考，他依然感慨万千：“高考实现了我
小学生上大学的梦想跨越，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高考恢复后，像续维国一样通过这场考试改变命运的
人不在少数。特别是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大
招生规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据教育部发布的数
据，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
万人，增幅高达48%。

为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平等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内蒙
古自1977年就开始实施少数民族考生照顾政策，极大地促
进了我区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民族教育的发展。40多
年来，自治区贯彻民族政策的措施在调整中逐步完善和规
范，为少数民族考生送去了求学深造的福音。

如今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工作的萨出拉，
正是受益者之一。2007年，高中就读于通辽蒙古族中学的
蒙古语授课考生萨出拉，考入内蒙古农业大学交通运输专
业的民族预科。“对于我们纯蒙授的蒙古族来说，汉语可能
是最薄弱的环节，直接学习大学的课程，肯定很吃力，上一
年预科班的话，就会好很多。”他感慨地说。

记者从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了解到，目前我区现
行少数民族考生照顾政策包括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
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考生，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
上增加10分；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
斯族和中学用朝鲜语授课的朝鲜族考生可报考少数民族预
科班，蒙古语授课各民族考生（包括汉族）可填报列入相应
蒙古语授课科类的少数民族预科班计划；汉族以外的其他
少数民族考生报考民族班，在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
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的招生录取执行教育部有关规定
等。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个人价值实
现渠道的增多，高考已经不再是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唯一出
路。

“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只是一种选择，我相信只
要有能力，人生出彩的路有很多条。”准备参加2019年高考
的乌海市考生小李说。

社会公平因高考而彰显

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成才，人人都拥有通过
努力拼搏去实现人生出彩的机遇，这正是高考所承载的社
会公平。恢复高考40多年来，内蒙古从来不乏寒门贵子的
佳话。

1966年出生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铁沙盖镇义发泉
村的赵荣，对年少时为减轻父母负担帮忙干农活的场景仍
记忆犹新。“太累了！实在是受不下来！”赵荣一家人全靠几
亩薄田糊口，赵荣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6年，赵荣参加了高考，结果令全家人无比振奋：他
考上了！如今，曾在内蒙古政法干部学校就读的他是鄂尔
多斯羊绒集团的法律顾问，“高考给我这样的农村娃一个公
平公正的竞争平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展，不会因为
我的祖辈是农民就不让我上大学。”

“高考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公平性，还促进了教育的公
平。”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高考招生制度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考所建
立的科学、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既保证了高等教育的生源

质量，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又对基础教育具有
导向作用，引导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高考是最有公信力的考试，高考面前人人平等。它使
‘果有才华能出众，当仁不让莫低头’这句话成为现实。可
以说高考是量才尺，是客观公正地选拔优秀人才的公平尺
度。”在内蒙古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段宏利看来，高考体现
的正是公平公正竞争的精神，还营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社会氛围。人才的选拔标准对社会起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恢复高考使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尊重知识，尊
重科学，尊师重教，热爱学习，社会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

40多年来，为了更有效、更公平地选拔人才，我区的高
考工作一直在改革与探索中不断前行，既有技术方面的改
进，也有制度方面的完善，还有价值理念方面的更新。

高考改革始终回应着人民的关切，不断朝着更公平、更
有效率的方向努力。从2012年起，我区将招生政策向贫困
地区倾斜，面向兴安盟阿尔山市、扎赉特旗，乌兰察布市商
都县等8个集中连片的特殊困难旗县生源招生，提高了贫
困地区考生考入重点高校的比例。2013年，自治区又增加
了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旗县23个，共计31个旗县，招生院
校和招生计划逐年增加。

人才效应因高考而聚集

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知识的尊严，恢复了社会阶层流
动的通道，也是撬动改革开放和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杠
杆。改革开放以来，高考为改革开放和我区现代化建设甄
选出一大批中坚力量。

内蒙古民族大学数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包图雅的
家乡在兴安盟科右中旗杜尔基镇塔拉嘎查，因为贫困，包图
雅周围辍学的同学很多。

1999年，包图雅考上了通辽师范学院，成为嘎查里为
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那个时候，如果不是高考，像我这样
生长在牧区的孩子，很难走出来，更别提教书育人了。”包图
雅说。而如今，包图雅已经桃李满园，带出来的学生有好多
成为我区各盟市中小学优秀的数学教师。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任何地区的发展
进步离不开人才培养这一关键因素。”段宏利告诉记者，以
内蒙古大学为例，自恢复高考以来，内大已经培养了约13
万优秀毕业生，他们成为我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成为推动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科技创新、经济
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与恢复高考后培养的
一大批骨干人才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等方
面来说，没有当年恢复高考，也就没有内蒙古今天的发展成
就，因为任何时候一个地区的发展和进步，人才培养是最关
键的因素。

近年来，我区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确立了新一轮高
考改革的蓝图和路线图，由此开启了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最
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新一轮高考改革。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段宏利介绍，高考作为
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桥梁和纽带，事关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如
何积极稳妥地推进高考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考，是每个
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深刻思考的现实问题。”

在新时代，高考早已不再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唯一出
路。然而，高考依旧承载着莘莘学子的青春梦想，承载着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会更好
地完成它的使命，续写今后一个又一个40年的故事和辉
煌。

高考，加油！
□院秀琴

高考对于如今的青年才俊
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而在高
考恢复之前，许多人在艰辛劳
作之余，依旧怀揣着对知识的
渴望，暗自盼望着高考这一公
平竞争机会的来临。采访中，
我遇到的每一个参加过或者即
将要参加高考的人，都对这个
公平竞争的机会心怀感激。

高考所倡导的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理念，和它所建立
的科学、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作用。高
考这根“指挥棒”，引导全区的
中小学生安心学习、健康成长，
为梦想拼搏。

40 多年来，高考本身也在
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考试时间
的变迁，到考试科目设置的改
革，再到招生项目和招生形式
的 变 化 …… 高 考 这 块“ 显 像
板”，反映出教育理念的发展变
迁：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由
包分配到鼓励自主创业，由注
重知识到注重能力再到注重个
人综合素养。

未来，以高考为支点的教
育改革，必将助力我区更多的
年轻人人生出彩，为自治区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更
加强劲的人才支撑。高考，加
油！

·故事

高考高考：：青春起航青春起航 放飞梦想放飞梦想
◎本报记者 院秀琴

高考，与一代代人的青春和梦想相连，与一个个家庭的期盼和希望相连，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相连，与国家的繁荣和兴盛相连。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高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历史长卷。

40多年来，多少草原儿女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不仅对我区学生的成
长成才和社会的公平公正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更
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为新时代内蒙古的繁荣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链接】

我区高考改革进程回顾
◎恢复高考

1977年12月，我区高考举行。考试形式为文理分科，文理两类
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总分500分。
◎少数民族招生政策

1977年—1979年，自治区规定，区内院校招收少数民族考生的
比例不低于15%。

1980年，规定区内招收少数民族考生比例为20%以上、25%以下。
1980年，在一些高等学校举办了民族预科班。
1982年，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少数民族考生照顾方面，录取少数

民族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降低一、二个分数段。
1990年，决定对蒙古语授课专业考生单独划线和录取；散居的

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等。
2004年，规定区内高校民族预科班生源为使用民族语言授课和

加授民族语言的考生等。
2006年，俄罗斯族作为我区聚居的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

一，其考生享受同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考生同等待遇。
◎现行少数民族招生政策

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考生，可在其
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

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和中学用朝鲜
语授课的朝鲜族考生可报考少数民族预科班，蒙古语授课各民族考生
（包括汉族）可填报列入相应蒙古语授课科类的少数民族预科班计划。

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报考民族班，在同批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上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的招生录取执行教育部相关规定。
2018年起，所有考生的高考加分不再累加。

◎全国统一高考时间
1979年—2002年，全国统一考试时间为每年7月7日—9日。
2003年开始，调整为6月7日—9日。

◎招飞
1990年代，开始国航招飞。
2003年，开始空军招飞。
201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滨州学院、黑龙江

八一农垦大学先后开始高校自行招飞。
2018年，海军开始在内蒙古地区招飞。

◎高考科目设置改革
1991年，我区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
1994年，我区高考科目设置实行文理两类的“3+2”科目组，即，文

科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理科考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2001年，我区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即“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2012年，我区开始实行高中新课程改革基础上的“3+文科综合/

理科综合”科目设置方案。
◎体育测试

1996年，实现了体育测试的分组、成绩录入、得分换算、总分合
成、成绩报告等事项的计算机管理。

2000年，首次在径赛中全部采用电子设备记录考试成绩。
2015年开始，首次开展体育单招文化课统考。

◎网上录取
2000年开始，试行考生电子档案采集制作。
2001年，全面实行远程网上录取，使用考生电子档案完成录取。
2016年，成人高考取消纸质介质档案。

◎春季招生
2001年—2003年，我区响应教育部多次高考的改革政策，在全

国率先开展春季招生，面向对象为上一年落榜的往届生。
◎艺术类统考

2006年起，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的统考数学成绩全部计入其
文化考试成绩总分。

2010年，首次开展美术类统考。2012年开始美术统考网上阅卷。
2013年，首次开展音乐类统考。
2013年，首次开展编导类统考。

◎高职单独招生
2011年，首次在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举办高职单独招生；

2012年，扩大为示范性高职和骨干高职；2016年，扩大为全部公办
高职院校。
◎专项计划招生

2012年，在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适量招生计划，面向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主要为兴安盟阿尔山市、扎赉特旗等5个旗
县和乌兰察布市商都等3个县）生源招生，极大提高了贫困地区考生
考入重点高校的比例。

2013年增加了国际级扶贫开发重点旗县23个，共计31个旗县，
招生院校和招生计划逐年增加，目前的招生形式为国家专项、高校专
项和地方专项3种。 （本报记者 院秀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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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 ，鄂
尔多斯市第二中学
的高三学子正在备
战 2019 年 高 考 。

邵崇山 摄

通辽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合影。 2018年6月8日，呼和浩特市十四中考点，考生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1999年，包图雅所在的兴安盟巴彦呼硕第一中学高三
四班毕业合影。

1977 年的招生报名单和准
考证。

记者
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