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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证件材料都有啥？
各区今年秋季小学招生工

作指导意见尚未公布，但记者从
各区教体局获悉，在“幼升小”所
需要的证件、材料方面，与往年
基本一样，学校届时会在校门前
张贴招生简章。

“四证”必须齐全，即父母身
份证、户口簿、房产证、儿童预防
接种证。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需准备
“六证”：（1）全家原居住地户口
簿；（2）户籍所在地乡（镇）中心
校出具的同意到我区就学的借
读证明；（3）父母一方在工商部

门注册办理的工商经营许可证
或与用工单位签订的规范的务
工合同；（4）暂住证；（5）与暂住证
一致的房产证明或规范的租房
合同；（6）预防接种证明等。
②孩子年龄差几天无法入学？

按照规定，入学儿童必须年
满 6 周岁，也就是说，2015 年“幼
升小”报名，孩子必须在2009年8
月31日之前出生。对此，一些家
长认为，孩子超过几天也可以报
名。王树铭解释说，从 2014 年
起，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
系统全国联网，该系统将为每名
学生建立全国唯一的、跟随一生

的学籍编号。按照规定，孩子入
学时年龄不满6岁将无法办理学
籍。
③户口和房产证地址不一致，该
按哪个报名？

卫东区教体局普教股主任
杨广伟解释，这种情况，应该以
实际居住地为准，即目前房产证
上标注的地址。孩子居住地离
哪个小学近，可以就近到该学校
报名。
④所购住商品房未竣工，房产证
没办下来，能否就近入学？

杨广伟：商品房未竣工说明
家长和孩子未在附近居住，因此

家长只能以现居住地就近入学。
⑤住房为集资房，如何证明？

王树铭回答，如果是集资
房，家长可到房屋建设单位开具
住房证明。有些情况下还需要
家长出示水电气暖等交费清单，
以证明自己长期在此房居住。
⑥孩子的户口和爷爷奶奶在一
起，审核能否通过？

王树铭回答：按规定，孩子
必须和其直系亲属或监护人的
户口在一起，审核时方能通过。
直系亲属为孩子的爷爷、奶奶、
姥爷、姥姥、父母等，具体情况需
要家长到学校咨询。

“幼升小”报名常见问题解答

□本报记者 傅纪元

对很多家长来说，近日央视热
播剧《虎妈猫爸》真是一一戳中痛
点——几乎关于教育孩子的每一个
难题都在剧中有所呈现。“幼升小”
择校的残酷、买学区房的风险、教育
观念的冲突……在网上的论坛、微
信朋友圈里，你总能看到有人在议
论“虎妈”。进入6月，离小学新生
报名越来越近，准备“幼升小”的家
长们也进入焦虑状态——热点小学
挤破头，我的孩子该上哪个？

【现状】
家长焦虑、学校煎熬

入学不仅考验学生和家长，一
些热门学校的领导也喊“难”。新
华区胜利街乐福联校办公室主任
薛向民每每回想起新生报名，都会
一脸无奈。

“那几天，校领导的手机、办公
电话的铃声此起彼伏，可是谁也不
敢接，因为一个电话也许就是一串
麻烦。不只是我，包括老师们都害
怕接电话，害怕熟人找上门，来说孩
子上学的事儿。”薛向民说，他很清
楚，家长们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对
学校的信任、认可，但很多时候，他
不敢看家长们高兴而来、沮丧而走
的样子。他不想看到孩子那双期盼
的眼睛里最后流出的泪水。每到这
时候，他都觉得特别心酸。

薛向民说，每年新生报名时他
都能接到几十个不同的人递来的

“关系”名单，校领导手里“条子”更
多。可是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仅
能满足在片区内、证件齐全孩子的
上学需求。这些递来“条子”的人最
后都要得罪。

说起每年招生，新华区光明路
小学政教处主任王晓玲也深有感
触。她说，特别是新生报名第一天，
家长们凌晨四五点就赶到校门口排
队，报名队伍有百余米长。一些审
核不过关的家长托关系、找门路，想
方设法让孩子入校。在这种情况
下，校领导就得笑脸面对所有人，不
停地解释。学校不能给任何人承
诺，因为学校就这么多班，真的接纳
不了那么多孩子。

有时，不少家长很不理解，说
“不就是一个孩子吗，你们开一条小
缝，我们就进去了”。可是，学校一
旦开条小缝将会引起“决堤”。王晓
玲说，每到这个时候，每一分钟都是
煎熬，真希望市区每所学校都是热
点，满足所有家长的需求。

【原因】
三大因素哄热“幼升小”

为何入学压力如此之大？新建
小区越来越多、进城务工人员增多、
择校热屡禁不止，是造成小学入学
难的三大主要原因。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大量新住
宅区在开发建设时，没有规划预留
出教育教学用地，造成了新建住宅
区附近的原有学校生源压力骤增。
比如位于市区诚朴路与矿工路交叉
口附近的荣邦花园小区，小区内有
多栋高层住宅，但并没有配套的教
育用地。今年秋季，该小区内预计
有六七十个孩子将进入卫东区五条
路小学就读，令学校压力骤增。另
外，紧邻新华区体育路小学的联盟
鑫城小区，规模大，居民多，今年秋
季该小区的新生也将令体育路小学
压力很大。位于光明路南段的金域

热点小学挤破头 孩子何去何从？
我市教育人士：市区日趋无弱校，好学校就在你身边！

蓝湾小区有10栋居民楼，今年该
小区的孩子将涌入与之相邻的湛
河区实验小学，该小学去年计划
招生560人，而金域蓝湾的孩子
就要占去一两个班，区教体局和
学校头疼不已。

卫东区教体局普教股杨广伟
主任介绍，在一些大城市，进城务
工人员的子女进入由政府投资建
设的专门学校就读，而我市对这
些孩子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分配，
与城市孩子享受同样的待遇。去
年，该区小学报名新生人数3800
多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
比例近30%，这一数字以每年3%
的速度递增。新华区教体局有关
人士介绍，2011 年至 2014 年，全
区小学一年级接收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人数分别是750人、1004人、
1100多人和近1300人，呈逐年增
多趋势。给联盟路小学、建设街
小学等学校的招生带来了相当大
的压力。

另外，近年来，由于受到跟
风、攀比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家长们盲目择校现象较为突出，
导致一些热门学校生源压力大。

【真相】
市区日趋无弱校

以往，家长了解学校往往只

盯着所谓的热门学校，对身边的
学校很少关注。近年来，我市大
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现代化
发展，一大批“市民身边的好学
校”应运而生，小学百花齐放。

杨广伟介绍，卫东区有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31所，其中小学23
所。从2010年以来，该区投入2.4
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 15所，新
增教学面积 1.4万平方米。为了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该区先后将
雷锋小学和天使小学合并，合并
升级鸿鹰一小和鸿鹰二小为区实
验小学。面向全国招聘的310名
教师，全部充实到薄弱学校，实
施区域内教师和学校领导定期
交流制，通过一系列举措均衡义
务教育资源。

杨广伟说，鸿鹰一小和鸿鹰
二小在合并前两校在校生有800
多人，合并成区实验小学后，修建
了标准化田径场、篮球场，改造了
教学楼，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
施，将矿工路小学原校长肖学军
调到该校任校长，还调了一批年
富力强的老师。经过两三年的发
展，目前该校在校生人数近1500
人，有效缓解了建东小学、雷锋小
学的入学压力。

他说，该区还有像行知小学、
五条路小学、天宏小学等学校，近
年来通过硬件设施改扩建、优质

教育资源倾斜等实现了大翻身。

【提醒】
其实好学校就在你身边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市
区凌云路北段的凌云小学，校园
内传来琅琅读书声。记者随意走
进一楼东侧的一间实验室，看到
几十个学生每六七人一组，围拢
在实验台前做“滑轮”物理实验。
另一间美术教室内学生们正在认
真画画。走到二楼，记者在一间
教室前驻足，学生们正上课，教室
宽敞明亮，桌椅都是新的。黑板
中央嵌入了一块55英寸的液晶
显示屏，老师没有拿教案，教学内
容都在显示屏上。

该校负责人介绍，该校前身
是武庄小学，2011 年秋季，新校
园投入使用。目前学校将教学
楼整整一层设置为校园少年宫，
每天下午，学生们在近 30 间兴
趣教室内进行舞蹈、器乐、书法、
科技创新、美术等方面的学习，
这在全市学校中实属少有。另
外，每间教室内均配备了电子黑
板，无纸化教学已经普及到每个
教学班。

“我的孩子当初没有择校，她
就近入学在凌云小学。”在校门
口，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从现在的

情况看，她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
择，“孩子现在觉得上学是件很快
乐的事，最关键的一点是她有很
充足的时间参加各种兴趣活动。”

新华区教体局普教股王树铭
主任介绍，近年来，区政府加大基
础教育建设，新建凌云小学、温集
小学、龙门口小学、五十六中教学
楼，改扩建联盟路小学、新程街小
学、胜利街乐福联校，各小学均配
备有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实验
室、计算机室、图书室、体育器材
室，像凌云小学、建设街小学、继
红小学、新鹰小学等中小规模学
校已经普及了电子黑板。在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准
日趋均衡。

另外，该区各小学开展了特
色学校创建活动，在“一校一品”
特色办学理念倡导下，一些学校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如
胜利街乐福联校以童谣为主线育
人，区实验小学的科技教育、龙门
口小学的励志教育、继红小学的
阳光教育、团结路小学的幸福教
育等都已成为享誉市、省乃至全
国的品牌。

“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好
学校，只是被忽略了而已。”王树
铭说，教育均衡化发展是大趋势，
很多家长忙着为孩子择校，其实
完全没有必要。

2014 年 8
月，小学新生报
名时，市区一所
小学专门请民警
来维持秩序（资
料图片）。

本 报 记 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