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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就像我生命中突然出现的一

道光，追寻更多知识、更好的出路几乎

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中国社会学会会

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

强，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说。1978年，他

和很多人一样，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强

烈愿望，参加了高考。

1977年，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决定立即恢复停止10年之久的高考。

此举，让许多人重启“命运之门”，他们

从农村、工厂、牧区走向考场，放下农

具、模具，拿起了纸笔。10年的艰辛与

自然灾害带来的悲怆，都化为考场上奋

笔疾书的动力。时至今日，有很多人都

难忘那样一段浸透着汗水的经历，甚至

几十年后回首，仍能清楚记得当年的准

考证、录取通知书。因为，它见证过一

代人的青春时光，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

盼与梦想。

事实上，高考带给人们的价值思索

远远不止一场教育考试这么简单。高

考制度恢复的40多年，是知识点亮希

望的40多年，也是我国人才建设取得

显著进展的40多年。从高考的维度出

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依靠教育支

撑发展的坚定信念，见证着一个又一个

通过改革所奏响的时代音符。尤其是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

实施，高考制度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以至于有

人评价说，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梦想

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

回首走过的历程，一代代青年靠着

自己的努力，靠着勤奋的汗水，改变了

人生的命运，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严，

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逐步多元化，“一考定终身”的价

值观念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越发淡化。

对于很多人来说，“改变命运”也不再是

高考的主基调。我们只有去全面认识

高考40多年的探索历程和实践经验，

才能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拓展新的视角，

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

今天看来，恢复高考连同后来一系

列的改革措施，让中国社会迎来了知识

大放光彩的时代。人们今天之所以难

忘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因为它

重新确立了“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理

念，重新浚通了人才流动的渠道。

人才是时代的翘楚，人才也肩负

着时代的使命。从“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从大

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到党管人才的

原则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才

的重要性在国家战略层面日益凸显。

当“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驶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的新航程，人才对于党的

事业，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也有

了更深刻的内涵。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渴求人才……”2013年 10月，在欧

美同学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时代大势作出科学判

断，鲜明指出了人才工作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联系。在

知识推动生产、生产由创新驱动、创新

靠人才支撑、人才凭实力选拔的时代

背景下，全社会对知识、创造和人才的

渴求越来越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又是一年

高考时。在“知识的春天”里，高考曾放

飞亿万个青春梦想，也仍将继续承载起

为国选人育人的神圣使命。今天，全国

975万青年学子走进考场，共同迎接人

生中的一次大考。梦想的旅程已经开

始，请记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国家

蒸蒸日上提供的更大舞台期待你的闪

亮登场！

愿知识的春天永放青春芳华
■尹 鹤 魏玉文

安徽省歙县中学家属院内，住着一
户特殊的家庭：爷爷程松柏是1977年恢
复高考后首批考上大学的“老三届”，父亲
罗潇是高校扩招政策的受益者，孙子程
子彦则要参加2018年高考。祖孙三代
人，见证着中国高考的时代变迁。

1977年，中国百废待兴。恢复高
考的消息从大城市传到安徽歙县小山
村，一颗颗年轻的心躁动起来。早几
天，30 岁的程松柏就听说要恢复高
考。在偏远山村小学当代课老师的他，
做梦也没想到好事会轮到自己。
“12月10日就要考试，复习时间不到

一个月。”惊喜之外，担忧又浮上心头。
1967年，程松柏的高中时代被突如其来
的文革阻断，很多课程还没学完就拿起锄
头当起知青。10年过去，忘得差不多了。
“一定要抓住机会。”程松柏白天

忙着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回到宿舍又
燃起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补习功
课。按当时的政策，要适当控制大龄
高中毕业生的录取规模。全县 100多
名大龄考生，只分配到 5个录取名额，
其中文科 4人、理科 1人。通过一番努
力，程松柏被安徽大学数学系录取，成
为县里唯一的理科幸运儿。

1982年，程松柏大学毕业，被分配
到歙县总工会任职。一直心系教育事
业的他，工作不到 2年就主动申请调
入歙县中学做教师，一干就是24年。

程松柏的第二个高考记忆，发生在
2001年——小儿子罗潇赶上实行“3+
X”高考模式第一年。当年，搭上高校扩
招“顺风车”的罗潇，顺利考入安徽大学
电子系。与他同期考入大学的全国有
260多万考生。研究生毕业后，罗潇进
入华为公司海外部，成为一名IT精英。
“大孙子这两天就要高考了，他的

目标是考入电子科技大学。”提起家里
的小考生，程松柏笑得合不拢嘴。在
他看来，2000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
赶上了好时代——一方面高考录取率
已大幅度提高，再也不用经历“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窘境；另一方面高校学
科门类更加齐全，有了更多选择余地。

回顾三代人的经历，程松柏颇为感
慨。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着
这样一个把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紧紧
相连的考试制度。在他看来，祖孙三代
人的高考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
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毫无疑问，高考见证着个人成长，

也见证着时代的迭变，必然成为人们记
忆中最难忘的那一抹。”程松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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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酷暑初来，一场举国关注的
考试迎来最“热”时节。

高考，一个让人肃然起敬又千回百
转的词汇。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 1977
年 8月，一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座
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果断拍板，决定就在当年
而不是等到下一年再恢复高考。

忽如一夜春风来。当梦想照进现
实，人们内心积聚太久的渴望得到释放，
在迷茫和困顿中苦苦求索的数百万青
年涌入考场。现在看来，恢复高考不单
单让参加那场考试的570多万考生燃起
信心与希望，更吹响了一个国家推崇知
识、尊重人才的序曲。正如有人说，恢复
高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数据显示，40多年来，超过 1.3亿人
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成为各行各业的佼
佼者。从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扩大高考招生人
数，到 2012年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宣告高校大规

模扩招走到终点，再到国家挥动高考的
“指挥棒”下大力气发展职业教育……高
考不断呼应时代跳动的脉搏，在国家发
展的需求中积极求解。从 1983年面向
农村和艰苦行业定向招生，到2012年实
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再到2015年
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高
考回应着群众的期盼，不断朝着以人为
本、更加公平的方向努力前行。

当年，恢复高考为千万青年插上放
飞梦想的翅膀；今天，这个国家离她的梦
想如此之近——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
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现中国梦的重
要关口，教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使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必须把教育
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
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新时代，人生处处是机遇，高考不再
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唯一钥匙。但无论如
何，高考依旧寄托着无数学子的青春热
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变期
许。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高考同样迎来新的改革。对此，人们寄
予厚望，满怀期待……

火热时节话“高考”
■周 颖

�恢复高考重启个体“命运之

门”，也为国家发展积蓄新能量

1977 年，关闭十年的高考大门重
新打开，570 多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
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正在地质队
担任物探操作员的黄大年白天在外上
班，晚上在昏昏油灯下刻苦攻读……
最终，他叩开了大学的校门，人生的命
运就此改变。

像黄大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据
统计，1977 年和 1978 年两届考生共有
1160万人，通过 1977年冬季和 1978年春
季的两次高考，全国共有 27万考生迈入

大学校门。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1977级山东考生

刘相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那是一种空前
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
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同挤“独木
桥”。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但最终过了
成绩、政审、体检关进入校门的寥寥无几。
“如果没有高考，我现在不可能在大

学里做学问。”在 1978 年考入吉林大学
历史系的历史学者雷颐看来，中国人后
来笃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印证着
恢复高考后，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
尊严与价值。

事实上，恢复高考不仅是这些“追梦
人”改变命运的里程碑，也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前途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

告，截至 2014 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 37.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
规模 3559 万人，居世界第一。到 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
“回想 40多年前，我国还在强调‘两

基攻坚’，即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
除青壮年文盲。那时，高等教育尚处在
精英教育阶段。”聊起难忘历程，中国教
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很有感触。他说，而
今，教育改革在人民群众期待中砥砺前
进，在国家发展实践中积极求解，不断打
破“一考定终身”“唯分取人”的窠臼，不
断向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努
力。高考制度将不仅为个人成长，更为
国家发展进步积蓄更多能量。

�考试内容和学生专业选择

的变化，折射经济社会发展脚步

有人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
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的确如此！事实
上，大幕拉开后的 40多年来，高考考试
内容和考生专业选择的变化，更印证着
时代的进步，折射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
的脚步。

1978年夏天，已是大一新生的甘福
保去高招办买了一份当年的高考试卷。
从那以后，他上瘾一样每年都收藏一
份。如今，他已经连续收藏了 39份高考
试卷。这位家住江西南昌蓼洲街社区的
71岁老人，无疑成为高考风雨变迁 40多
年的见证者。

闲暇之际，甘福保喜欢研究这些试
卷，喜欢琢磨每份试卷的时代印记。“我
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毁树容易种树难”
“隐形的翅膀”“袁隆平的获奖感言”……
他反复翻阅这些年的语文试卷——从恢
复高考当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到
二十一世纪的十几年——随着时间推

移，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作文题逐渐从
宏大的政治命题，转向关注社会、关注生
活、关注当下、关注个体。

除此之外，考生专业选择的变化同
样见证着改革不断前进的浪潮。

公开资料显示，在目前我国普通高
等院校开设的 13个学科门类中，最受学
生欢迎的是经济学。然而，今天的人们
可能很难想到，在恢复高考之初经济学
并不受欢迎。

1978 年参加高考的证监会前任主
席肖钢曾透露,他高考志愿填报的是中
文专业，录取未果后，自己被调整到金融
专业。其实，当时他“搞不清什么叫金
融”。北京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朱苏力
曾在其博客中写道：“70年代末 80年代
初进入大学文史哲院系的学生，总体而
言都是当时最优秀的文科考生。”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带来的切
切实实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
整，经济学科逐渐站立时代潮头，成为炙
手可热的专业。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周孝正看来，考生专业选择冷热
的变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大学专业的冷与热,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因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人才需
求的变化。”周孝正说，从经济发展规律
看，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高考

仍肩负人才培养和选拔重任

恢复高考，夯实了我国人才培养的
教育基础。40多年来，以高考为入口的
高等教育硕果累累，中国教育事业取得
显著进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公开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我
国普通本科高校 5 年累计输送近 2000
万专业人才，为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职业教
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 1000 万技术
技能型人才，开展各类培训达上亿人
次。2016 年，全国共有 118 所高校作为
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三大奖通用项目 172 项，占通用项
目总数的 77.8%。
“表面上看，高考是一种应试考试，

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进入大学深造，
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厦门大
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指出，恢复高
考后三年的考生中，有 90多万人成长为
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
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支柱力量。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最强音。近几
年，我国关于高考的改革措施密集出台，
涉及高考的改革事项稳妥推进，这既反
映了高考改革的国家意志，也反映了人
民意愿。今天，975万考生将走进考场，
接受人生大考。虽然一张张考卷早已不
是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唯一凭证，更不
是成长成才的唯一钥匙，但它依然寄托
着莘莘学子不负青春的誓言，寄托着国
家和民族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时间是最伟大
的作者。
“从历史进程中，考试制度改革是时

代的反映。甚至可以说，考运与国运紧紧
相连，与社会进步紧紧相连。”中国教育学
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认为，我们进行的考
试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
天，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
深入推进，已是“不惑”之年的高考制度将
继续肩负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的神圣使
命，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戴家干说，他相信已经驶入改革快
车道的中国高考，一定能够答好改革这
一时代命题。

上图：6月1日，安徽省歙县中学高三

年级学生课后走出教学楼。 方君尧摄

肩负起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的神圣使命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间节点看中国高考

■杨 娜 潘 男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芒种时节，我们迎来 2018 年高考。对全国近千
万考生来说，这是他们人生的重要节点。

时代大潮，风云迭变，不变的是高考引领更多人
走上求知的道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把他们带向
更美好的未来。

每一段泽被后人的历史，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
记忆。今天，我们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历史。当年，
伴随着恢复高考的脚步，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打
开。如今，从之前的一声“春雷”到“双一流”大学建设
的如火如荼，从千军万马相争的“独木桥”到终身学习
的“立交桥”，全球化背景下越发开放的教育环境和资
源配置让更多的人梦想成真。

历史的长河中，点滴浪花汇聚成汹涌奔流。回首
来时路，这段历史刻印下一代代人的人生轨迹，折射
出改革开放 40年来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带给我们
走向未来的力量与启示……

写在前面的话

时事聚焦

时事观察

高考前，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在操场上做游戏，以缓解紧张

情绪。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