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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名过程中，有部分家长为了
让孩子分到热点初中，往往提前做了
很多工作，迁户口、租房子，而报名
后，家长最关心的也是孩子会被分到
哪所学校。昨日上午，在二七区的

“小升初”报名点，一位家长咨询：“我
们家在京广路中原路交叉口的小区
里居住，和郑州四中就一路之隔，能
分到四中吗？”

而据二七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就近分配的政策是“相对就近”，每
所初中学校也都有自己的招生辖区。
根据往年的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学生都
能分到住所附近的学校，有些反而要跑

“远路”。以郑州四中为例，该校往年主
要是解决中原路往北至建新街附近的
学生，每年仅这个辖区的学生都已经爆
满了，和学校仅一路之隔的小区反而不
在招生范围内。

对此，招生部门提醒学生家长，把
户口临时迁到热点学校附近的亲戚朋
友家里，也并不是都能分到热点初中。

“最后还会影响孩子的分配。”二七区教
体局一位负责人说，如果在入户调查后
发现填写的住址有假，将会予以纠正。
如果家长不按照纠正后的住址进行就
近分配，学生就只能被分到招生缺额的
学校，反而离家更远。

市区“小升初”招生报名工作于6月13日开始，
今天还有一天报名时间。据了解，今年市区参与就
近分配的小学毕业生预计有28420人，比去年增加
1285人，市区初中招生下达计划566个班，公办学校
比去年增加11个班，其中以区属中学为主，增加9个
班，局属中学增加2个班。而从这两天的报名情况
看，市教育局局属中学依然是家长青睐的“热点学
校”，不少初中附近的新建小区的入住率大大提高，
给就近分配带来了很大压力。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薛意茹/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现场

金水区：每年都调整划片
范围

在进行了两天的“小升初”报名工作后，
市内各区的招生负责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今
年“小升初”就近分配的压力依然很大。尤
其是热点学校附近的新建楼盘交付使用后，
入住的学生越来越多，部分学校提前出现了
学生“爆满”的情况。

在金水区设置的“小升初”报名点，不
少跨区报名的小学毕业生家庭住址都集中
在纬三路和经六路附近。据了解，该地段
有一个新建小区，今年小区内的两栋高层
入住率较高。“去年，这个小区的一号楼有
学生入住，但是入住率不高，搬进去的学生
分到了附近的郑州八中。”金水区教体局一
位负责人说，估计很多家长看到能上热点
初中，纷纷搬进来了，在报名时，已经遇到
了十几名该小区二号楼的业主。这位负责
人分析，除了跨区报名的学生外，该小区还
有跟随毕业小学报名的学生，入学压力已
经显现了出来。

据了解，如今，一些热点中学附近的旧
式家属院、住房重新开发后变为高层住宅小
区。而小区居民陆续入住后，生源逐年增
多，为这些热点中学增压不少。“教育部门每
年都会根据学校附近的毕业生情况进行统
计，然后依照就近入学原则重新进行划片，8
月20日左右才出来结果，如果某个区域人数
太多，肯定会对划片做出相应调整。”金水区
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

二七区：就近分配学生，
14年增加3倍多

在二七区，同样面临着就近分配的压
力。二七区今年有小学毕业生5697人，其中
从二七区到外区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预计有
400人，而在外地借读小学、回郑州上初中的
学生预计有1000多人。最终，参加二七区“小
升初”就近分配的学生大约有7000人。“这个
人数比往年也有所增加，在市内几个区来看，
仅次于金水区的就近分配人数。”二七区教体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二七区的分配压力
仍然很大，尤其是热点初中的压力将会更大。

据了解，在1996年实行“小升初”就近分
配时，二七区的小学毕业生有2000多人。随
着城中村的改造、城市框架的拉大，参加城
区就近分配的小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十几年
时间就增长了3倍多。这种情况在热点学校
尤为突出。二七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郑州四中接收就近分配的学生，每个班
达到 90人，后来在学校的努力下扩了一个
班，平均班额也有70多人。而区属初中的平
均班额也都达到了60人。

“从今年的情况看，初中招生的压力会更
大。”这位负责人说，郑州四中、郑州102中学
的招生辖区内也有很多高层投入使用，随着
入住率的提高，上初中的学生也会越来越多。

小升初没报上名
多因这几种情况

户口簿、房产证都不是家长本人的
金水区报名点的一名家长来给孩子报名，提

供了户口簿和房产证，但是都不是本人姓名。据
这位家长说，他和孩子都在老人家里居住，虽然他
在金水区胜岗村有房子，但是没有去住过。“就近
分配是以实际居住地为主，那孩子上学也应该以
我们居住的纬三路10号院为主吧。”

当报名点工作人员询问几个人住多大的房屋
时，这位家长说：“5个人住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然而，据工作人员了解，纬三路 10号院里没有那
么大面积的房屋。

由于这名家长提供的房产证并非自己本人
的，而且他还有别的房产，因此工作人员并没有在
现场给他报名。“家长反映的情况不属实。”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纬三路10号院可以分到附近的一所
热点初中，不少家长临时把户口迁到亲戚或朋友
家，而他们根本没在那里居住，或者是在就近分配
前暂时居住，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核查。

真户口簿出现假信息
户口簿是真的，但是上面显示的信息却是假的，

这成了今年各区报名点中的新问题。金水区一位工
作人员说，部分家长提供的户口簿，住址在一些热点
中学的片区内，户主也是学生家长本人。但是，调阅
往年的信息却显示，同样的住址，户主却另有其人。“家
长通过派出所，把个人信息强加到了真实住户的家
庭信息里，派出所为其另出具了一个户口簿，家长变
成了户主。”工作人员说，真正的住户可能还不知道
有这回事，自己家的户口簿到了另一户家庭手中了。

金水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对于这种新情
况，他们一般会按照户口簿办理及户口迁入的时间
来判断信息内容的真假。“如果办理的时间太近，就
基本上可以认定为真户口簿上的假信息。”

单位开住房证明“不管用”
在中原区的“小升初”报名现场，一些家长由于

没有理解招生政策而跑了“冤枉路”。赵女士排了
一天的队，下午轮到时被告知明天再来，因为其出
示的住房单位证明无效。“孩子在伊河路小学上学，
因为是刚搬过来的，没拿到房产证，老师说让单位
开个证明就可以了。”为了开房产证明，赵女士已经
跑了一周，但最后依然无效。

针对这个情况，审核人员告诉赵女士，“工作
单位出示的只是在其单位工作，与住房问题无关，
只有房管部门开的住房证明才拥有法律效力。”

在各区报名时，劳动合同仍然成为
困扰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问题。

在二七区报名现场有许多来自于
外地的父母，而大家反映的问题多是与
劳动合同有关。“我们没有劳动合同怎
么办？”家长朱先生说，自己在菜市场卖
菜，没有劳动合同，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几天有许多外来务工家长来咨
询劳动合同问题。”二七区教研室负

责“小升初”招生工作的一位负责人
介绍，像朱先生这种情况的也不在少
数。如果实在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就
看其他证件是否齐全，证件齐全也会
给报上名。而对于有劳动合同的外
来务工人员来说，其提供的劳动合同
必须是由郑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处监
制的标准劳动合同书，才视为合法有
效证件。

近年来，在“小升初”招生工作过程
中，认定小学毕业生的住址是最“难”的
一件事。昨日，二七区教体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市区小学升初中采取的是免试
就近分配的原则，要求小学毕业生提供
的户口簿、父母身份证、房产证等证件
统一，而在报名时，往往会出现证件不
统一的情况，这就需要招生部门进行大
量的入户调查。

在两天的报名工作中，二七区报名
点就出现了多次因证件不全而不能顺
利报名的情况。如有的家长提供的是
还没有过户的房产证；有的家长提供的
是孩子的爷爷奶奶的房产证，说自己没

有房子，一直和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起居
住。对于这两种情况，招生部门一般会
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派工作人员入户调
查，走访周围的居民，调查该学生是否
一直在此居住；第二种办法是让家长提
供日常生活所交的水电费发票、购买大
件电器的发票，发票上如果是孩子父母
的姓名，填写的住址也是该居住地，也
可以认定在此居住。

据了解，在报名工作结束后，二七
区将组织工作人员对出现问题的学生
家庭住址进行核查。“通过入户调查、走
访周围居民等方式，保证真实的家庭住
址，纠正不真实的住址。”

防住址作假
没有房产证得提供消费发票

6 月 13 日
上午，在金水区
利智学校报名
点，两个和大人
一起来报名的
孩子或坐或站，
表情和大人一
样焦急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