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常住户口报名需带证件

户口本、房屋所有权证、父母身份证、《计划免疫保偿证》或《预防

接种卡》。据了解，小学招生坚持适龄儿童随父母生活的原则，以家

庭实际住址为准，户口本和房产证上的地址必须保持一致。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需带5个证件

户籍所在地的户口本、父母身份证、郑州市居住证、父母一方与用人

单位签订并经劳动保障部门鉴证备案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

业执照，以及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

的准予在郑就读证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要到实际居住地所在区教

体局报名，经区教体局审查同意后，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到指定

学校就读。对于符合在郑州借读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不能拒收，

也不能收取借读费。

抓紧准备证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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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生

6周岁6个月的儿童保证有学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

定，凡是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入学。而今年，郑州市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的年
龄限制比《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七周岁”要宽
松一些，市区凡是年满6周岁6个月的儿童，都
将保证能上小学。

市教育局在《关于郑州市市区2009年小学招
生工作的意见》中说，结合我市市区的实际，今年，
生源较少的地段应该招收六周岁儿童入学，应保证
六周岁三个月的儿童全部入学；个别生源较多的地
段，经区教体局批准，可以进行适当控制，但是必须
保证六周岁六个月的儿童全部入学。

从往年的招生情况看，生源特别多的学
校，对学生的年龄限制比较严格，一度把入学
年龄限制提高到6周岁8个月。今年市教育局
的规定，无疑会给热点小学招生带来更大的压
力。随后，各区教体局将出台细则，规定辖区
每所学校接收学生的年龄限制。

班额不能突破60人，各区都说
“有点难”

近年来，小学“大班额”的现象一直是家长
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今年，市教育局明确
规定，小学在招生时要严格控制班额，原则上
每班不能超过45人。特殊地段的生源较多，确
实需要突破规定班额的，必须报区教体局批

准，但是最高限额不能突破60人。
而实际上，从近年来各区小学的招生形势

来看，尤其是热点小学，平均班额一般都会突
破60人。今年，市内各区的招生形势仍然十分
严峻。据二七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该区小学新生入学的压力依然不会有所降低，
因为辖区内新建小区入住的人口越来越多，需
要上学的适龄儿童人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而另一方面，近年来市内各区新建小学的
速度有所放缓，每年列入新建学校队伍的多是

在原小学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而新建小学的
数量不多。“一方面是新校的校址不好找，另一
方面是因为部分小学也确实需要扩容。”一位
区教体局负责人说。但是，改扩建后的小学实
际上并不能增加招生量，在缓解入学压力方面
的作用很“微小”。

从去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各区热点小学的
平均班额一般会达到70人以上，而一些热点学
校甚至每班人数超过了 80人。“今年要保证不
超过60人的班额，有点难。”

市区普通高中
开始划分数线
预计7月下旬开始录取

□晚报记者 张勤

本报讯 参加今年市区中招考试的考
生，都在等待最终的录取结果。昨日，记
者从市中招办了解到，市区中招工作已
经开始划分数线，预计 7 月下旬公布各
高中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同时开始高中
录取工作。

今年，市区普通高中采取的是“分批
划线、一次录取”的办法，各高中学校都
将划定计划内录取分数线、择校分数线、
分配生分配线，以及普通高中最低录取
线。从去年首次实行分配生政策开始，
高中学校的各种录取分数线就明显增
多，去年共划出了 1000多条分数线。尤
其是给分配生划分数线，过程比较复杂，
要依照各省级示范性高中分配给各所初
中的分配生指标和成绩，为每所初中学
校划定入读每所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分配
生录取线。

在分数线公布的同时，普通高中录
取工作也将同步进行。根据今年的录取
规则，先录计划内考生，再录分配生，之
后是择校生。如果考生计划内没有被录
取，也没有成为分配生，中招办再按照考
生的意愿，将同意择校的考生进行录取，
如果择校仍未被录取，开始录第二志愿、
择校，第三志愿、择校。

高中分校在招生时，不再由市中招
办统一划录取分数线。分校要根据报考
该校的人数和招生计划，自行划定录取
分数线。

市区小学招生报名时间定在8月15日、16日
年满6岁半的孩子都有学上

今年市区小学生入学的报名时间定在8月15日至16日。记者昨日了解到，市教育局出台的《关于郑州市市
区2009年小学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今年各区必须保证6周岁6个月的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从各区的情况来
看，今年小学新生入学的压力依然不会有所减轻，因为新建小区入住的人口越来越多，而新建学校的速度却有所
放缓。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薛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