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多少“违禁”快件悄然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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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推动农
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教育”一词前面取消了“义务”二字，意味
着今后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乃至高等教育阶段的大门，都要向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敞开，异地高考是大势所趋，但要谨慎前行。

“异地高考”大门打开后，如何防范权力寻租、打“擦边球”，是
方案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前几年就有这样的消息，有人利用权力帮
助利益相关人移民到录取率较高的省份，或把户口迁移到亲戚朋友
处，出现了钻空子行为。

车行全认为，要在“双刃剑”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改革推进是关
键。同一年高考报名和录取，有的省份实行，有的省份不实行，也
会造成不公平。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表示，方案出台要协调发改、公安、人
社等多个部门，需要共同商讨认定会签，尽管目前在江苏的外省籍
考生没有赶上报名，但待年底前方案出台后，将组织符合条件考生
补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建议，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资格认定
应当和随迁子女年限基本接轨，社会保险不应独立作为资格认定必
要条件。对于一般省份，随迁子女至高中毕业应在当地连续就读3
年以上，而对于京沪等务工人员较集中地区，可考虑增加到4年。

防止高考移民，要疏堵结合。王生说，应注意到异地高考仍是
“有条件准入”、“不完全放开”，尽快出台认定高考移民的标准，有
针对地防范高考移民、投机钻营的情况。

快递业是近年来国内发展最快的现代服务业之一，快递服务已成为
企业生产、经营和人们生活、消费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快递安全，既关
乎行业发展，也关系公共安全，不容丝毫麻痹。

在公布对相关快递企业处罚结果同时，中航协要求各航空货运销
售代理企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业务，诚信、守法经营，严禁一切瞒
报、伪报、隐匿、夹带危险品的行为，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确
保航空货运安全”。

“从发货人、快递企业到航空公司，都应承担快递安全的责任，前、
后两端的安检力度都要加强。”徐勇说。

据介绍，维护快递运输安全是全球快递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
题。相比而言，UPS、联邦快递等国外快递企业在“前端把关”较为严格，
比如发货人自报货品、快递员验货、快递公司自检等；对违反规定的客
户、企业，都将记入诚信“黑名单”。

业内人士建议，相比于行业自身的快速发展，国内快递业的监管体
系建设严重滞后。首先，应加大监管和督查力度。比如，对快件实行
“分类验视”方法：对占快递业务量近一半的B2C网购快件，可实行“合
同＋抽检”制度，一旦网店违约，按合同约定进行惩罚；对个人快件则需
严格执行验视制度；对路边、旅店等高风险地点收寄的快件，除执行验
视制度外，还应该配有后续检查程序。

其次，还应加强对快递员的培训。上海市邮政局市场监管处负责
人表示，快递员把握着快件安全的第一关，必须重视他们的培训工作，
且在培训内容中应增加识别违禁品这一项，提高验视能力。

针对航空快递货物运输，专家还建议尽快出台管理标准，明确货物
如何分类、包装等，邮政、民航、公安等部门则应协同作战。

专家还建议，应同时加大对快递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支持民营
快递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技术和
设备投入，提高自动化操作和安检水平。

维护教育公平，找寻平衡点

层层关卡层层漏洞 快递业安全敲响警钟
一次航班货物燃烧的“惊魂”事故，接连取消四家快递、

货运公司航空货代资质的严厉处罚——近日，随着南航
CZ6524航班货物燃烧事件查处结果的陆续公布，“快递安
全”的问题再次凸显。

快递业连年爆发式增长，而连发的事故和多见的隐患则
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道道关卡之下，一些快件缘何依然能
“带险上路”？业内人士认为，应加大监管力度、落实相关责
任，全面防堵快件在揽收、中转、航空运输等环节存在的安全
漏洞，守护快递的“安全链条”。

□ 新华社 记者 叶锋 贾远琨 赵瑞希

2012年10月22日晚，南航CZ6524航班在大连落地后发生货物燃
烧事件。公安部门调查结果显示，货物着火原因为包裹内耐风火柴（属
禁运危险品）自燃引起。而同批航班中，还发现了违规托运的1块锂离
子电池和1个手机含锂电池。

此事引发了人们对快递安全的高度关注。“不幸中的万幸，货物是
在飞机着陆后才起的火；一旦在飞行过程中燃烧，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有乘客深感惊叹。

截至11月26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已公布对圆通、韵达等四家快递
货运公司的处罚结果，注销涉事企业的航空货代资质。

与航空快件的“意外”相比，陆路快件的安全隐患更严重。比如，去
年8月14日，一快递公司杭州刀茅巷营业部里的一个快件突然发生爆
炸，两名员工被炸伤。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因遭到公司辞退而怀恨在
心，利用烟花爆竹等材料制造快件炸弹蓄意报复。

今年2月6日，广州市天河区一名男子在拆开一个快件时被其中的
爆炸物炸伤面部和手部。经查，犯罪嫌疑人因感情纠纷，通过快递爆炸
物品报复被害人。

记者在广东、上海等地采访了解到，近年来邮政部门每年都在快件
中查获枪支弹药、毒品等违禁物品。“除了快递企业‘无心之失’揽收、托
运违禁物品外，快递还为一些不法分子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国家邮
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政策法规处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快递业近几年突飞猛进式增长，每天都有数千万件快件行进
在路上，连发的事故和多见的隐患敲响了“快递安全”警钟。

多 道 关 卡 缘 何 形 同 虚 设？
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认为，确保快递安全不仅是快递公

司一家的责任。“首先，将危险品交由航空快递运输是不是发货人故意
所为？快递公司为何没有通过安检检出危险品货物？机场安检是货物
运上飞机的最后一道关卡，为何没有及时排查出危险品被送上了飞
机？”徐勇说，这三个环节问题都需要厘清。

记者了解到，在揽件环节，国家邮政法规定，“对信件以外的邮件，
邮政企业收寄时应当当场验视内件。用户拒绝验视的，邮政企业不予
收寄”。今年5月1日实施的快递服务国家标准也要求，对用户交寄的
包裹和印刷品，快递服务组织收寄时应当场验视内件，用户拒绝验视
的，可不予收寄。

“开箱验视”是否能完全执行到位？记者在深圳华强北桑达大厦随
机询问了多个电子产品专柜，很多店主表示快递员来取件时“一般都是
直接拿走”。有快递员向记者坦言：“每天要取、派快件超过200件，为
了抢时间，几乎跑断腿，哪里还有时间一件件打开检查？”

曾处理过放射性快件的广东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一位负责人
还表示，不同的违禁物品的检测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需要借助仪器来
识别，例如放射性物品，“很多物品，单靠肉眼难以辨别是否为违禁品”。

在中转环节，对于一般快件，目前没有强制逐件安检要求，主要是
靠快递企业抽检。

不过，记者曾走访深圳、东莞等地多家快递企业的营业网点，发

现操作现场不仅缺乏相应的安检设备，抽检力度也很弱。记者曾在
一家快递公司东莞中转场待了几个小时，并未见到公司按规定对快
件进行抽检。

在航空运输环节，机场安检也有待加强。记者了解到，一架航空货
机快件数往往达到千余件，品种繁多，开检复杂；如果没有合理的货物
分类、安全检查的专业标准，很难保证在满足货运效率的同时，达到细
致的安检水平。有业内人士还告诉记者，航空快件时效要求高，是各航
空公司常年“争抢”的业务，相比而言快件的安全常遭到忽略。

如何打造快递业“安全链条”？

“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含租赁）”、学生“连续就读3年”……黑龙江省最新公布的高考
报名政策，开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闸门。

与此同时，已有约15个省区市表示年底前将出台异地高考实施细则。高考改革牵扯到
户籍、教育资源等诸多问题，这样的探索将产生什么效应？异地高考如何稳步前行？

异地高考“开闸”释放何种信号
□“新华视点”记者刘景洋 张展鹏 潘祺

打 破 户 籍 藩 篱 ，
随迁子女“就近高考”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异
地高考，就是打破户籍限制，允许考生在就学地就近高考。数据显
示，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达2.6亿，异地高考被认为是政府推进教育
公平的一大举措。

11月初，黑龙江省率先推出异地高考方案，规定“合法职业和稳定
住所（含租赁）”、学生“连续就读3年”等，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提及“缴
纳社会保险”等“城市条件”，被认为是宽松的“门槛”。

“裹足不前会影响考生。”黑龙江省招考办副主任车行全接受新华
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说，考虑到进城务工家长工作和生活困难，资格认定
条件中，规定了合法职业而非固定职业，稳定住所可以包括租赁等，学
生连续3年在黑龙江省就读，而非4年或更长。

从11月5日高考报名开始到目前，黑龙江有189名符合条件的异地
考生报名。车行全说，报考人数并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多。相比之下，
与动辄面临数百万考生的大省，压力不尽相同。

不仅实行“异地考”，同时推进“异地录”。车行全表示，“我们承诺，
凡是符合黑龙江省报名条件并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都享受和本地考生
相同的录取权益。”

今年8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要求31个省区市年底前因地制宜出台
异地高考具体政策，解决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高考的问题。
截至目前，山东、福建、上海等15个省份已明确表态，随迁子女异地高
考具体方案最迟将于年底前公布。江苏、安徽等省份明确异地高考在
2013年执行。

统计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仅就广东省而言，2011年
底，该省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的有339万人。

“改变寒门难出贵子，取消户籍限制允许异地高考是一项突破。”江
苏省连云港市外国语学校长期任教高三的教师李长红表示，异地高考
实现了以人为本。

但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高校招生计划指标投放不均，异地高考将
使京、津、沪等地区考生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北京、上海、天津等“高考
洼地”的异地高考方案显得较为谨慎。此前，上海提出拟采用积分制，
综合考虑外来务工者职业情况与其随迁子女的就读年限。天津提出家
长要有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依法纳税、上缴社保，且随迁子女就学达
一定年限，但具体办法尚未正式公布。

显然，对“异地高考”改革而言，最难把握的就是门槛设多高，口
子开多大。一方面门槛高对务工人员子女不公平，另一方面，门槛太
低意味着本就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将迎来更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教
育资源将更为稀缺。

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众多，异地高考改革如何渐进？东北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李晓明教授认为，可以在大城市首先开放高职教育，逐
步降低由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门槛，使更多“农民工二代”获得
在城市发展的一技之长。

“在这场教育资源并非增量的改革中，蛋糕合理切分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专家提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诉求值得关注，但教育现在都是
属地化管理，涉及经费等大量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尽量减少
震荡和负面影响。

门槛设多高，口子开多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