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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普通高考

有关事项的通知

晋招考高［2013］15 号

各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办公室）：

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教基

〔2012〕43 号）精神，为做好我省 2014 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外省户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

高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条件

从 2014 年起，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境内父母经

常居住地连续三年接受高中教育具有正式学籍者，提供家长合

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高中段学籍证明，并

符合 2014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即可在我省报名参

加高考。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享有与我省考生相

同的招生录取待遇。

二、申报材料

符合上述条件参加普通高考的随迁子女，可在学籍所在地

的县（市、区）申请报考，报考时须提交如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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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迁子女在山西参加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考

生网上下载)。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

3.随迁子女在山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山西省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成绩证明、居民户口簿、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

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以上（含） 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

公安部门制发的《山西省流动人口居住证》或《暂住证》（持

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省申领

居住证或暂住证明）、 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

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

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以上（含） 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

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

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随迁子女在山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学生

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须提供原件，其余均交验原件和复印件

一份，复印件统一用 A4 纸复印（留存）。

三、资格审查

根据《山西省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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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晋教基〔2012〕43 号）文

件精神，有关县（市、区）教育、公安部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要建立联合审核考生资格工作机制，健全考生资格

的多级公示制度，严防高考移民和资格造假。

（一）考生要如实填写《随迁子女在山西参加报考普通高

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二）市、县教育部门要协调市、县公安部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确保考生户籍、

学籍及考生家长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信

息真实可信。

（三）加强公示制度。对考生资格的审查结果，严格执行

将考生信息在班级、学校和所在地考试机构进行公示的三级公

示制度，坚决防止假借随迁子女名义空挂学籍、“高考移民”

以及其它弄虚作假舞弊行为的发生。对弄虚作假的考生及工作

人员，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确保政策执行公平、公正、公

开。

四、责任追究

（一）随迁子女在我省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经查实后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

的取消其学籍：

1.伪造或者变造学籍、户籍、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暂住

证及其他证明材料取得报名资格的。

2.在不同省（区）重复报名或者通过办理非正常学籍、户

籍迁移手续取得报名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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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经招生考试机构审查或者未如实填报《随迁子女在山

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的。

4.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1.为考生及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供虚假证明、证

件、档案等相关材料，使其取得报名考试资格的。

2.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3.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成绩、考试数据、信息等。

4.利用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5.组织、参与“ 高考移民 ”活动的。

6.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招生考试机构要统筹做好随迁子

女考生报名、考试实施等组织工作；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流动人

口的服务管理，及时提供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居住登

记等相关信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提供进城务工

人员的就业情况和社保信息。

2.加强监督检查。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要严肃工作纪律，加

强对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规范、公开透明

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使这

项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符合条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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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政策宣传。认真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

各类媒体的积极导向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随迁子女升

学考试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20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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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公安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教基〔2012〕43 号

各市教育局、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

的通知》精神，我省制定了《山西省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现予印发，

请各地执行。

附件：山西省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

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

201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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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西省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2012］46 号）精神，为切实做好我省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以

下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

进，进城务工人员规模越来越大。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工作，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客观要求。对于

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保障和改进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原则

我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

试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机会均等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

保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为他们提

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坚持积极稳妥、分类推进的原则，省、市

分别制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考、中考方案，并积极作好

有关落实工作；坚持统筹协调、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关部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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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作，紧密配合，既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的教

育权利，又要防止弄虚作假及“高考移民”问题发生。

三、实施办法

（一）随迁子女参加中考

从 2013 年开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参加中考

享受与当地常住户籍人口子女同等待遇，具体报名、审核、录

取办法及条件由各市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二)随迁子女参加高考

从 2014 年起，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境内父母经

常居住地连续三年接受高中教育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提供家长

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高中段学籍证明前

提下，即可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的随迁

子女，享有与我省考生相同的招生录取待遇。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招委、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随迁

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密

切协作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地招生考试委员会

要统筹做好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有关工作，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招生计划编制、考生报名组织、考试实施和招生录取

等工作；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及时提供进

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居住登记等相关信息；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提供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情况和社保信

息。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逐步完善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配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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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形成有效的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和报考考生资格审查制

度，因地制宜地做好教育资源的调配利用，完善流出地与流入

地政策衔接、协商沟通机制。要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2.加强监督检查。各级招委、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

构要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对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监督检

查，严格规范、公开透明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保证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使这项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符合条件的学

生。要加强对考生资格的审查，严格执行将考生信息在班级、

学校和所在地考试机构进行公示的三级公示制度，坚决防止假

借随迁子女名义空挂学籍、“高考移民”以及其它弄虚作假舞

弊行为的发生，对弄虚作假的考生及工作人员，一经查实，要

严肃处理，确保政策执行公平、公正、公开。

3.加强政策宣传。认真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

各类媒体的积极导向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随迁子女升

学考试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