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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两大原因导致小学“报名难”

建学校速度赶不上建小区
从2004年起，郑州市区开始新建第一批22

所中小学，但这些新建学校生源迅速饱和。而
近年来，由于市区居民集中地找不到校址，各区
新建学校的速度有所放缓，多数选择在原有基
础上进行改扩建。

据了解，金水区在 2004年新建了文化绿城
小学和丰产路小学，后来都是对一些小学进行
改扩建，但是改扩建后学校扩容的幅度有限。
金水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金水区的问题也
出现在选址上。缺少学校的居民区没空地建学
校，而原有的学校接收的生源数量有限，这就造
成了学生入学时学校必须严格审查各项资料。

根据郑州市教育局预测，至 2020年郑州市
老城区规划人口为 500万，预计小学生人数为
16万，初中生人数为 21万，普通高中生人数为
12.6万。

《郑州市市区中小学布局规划》要求，至
2020 年，郑州市初中、高中普及率将达到
100％，老城区小学将达 276所，初中 129所，普
通高中 50所（完中 3所），但如果选址问题解决
不了，规划中提出的2020年郑州市小学班额控
制在 45人、初中班额控制在 50人、小学生从家
到学校的距离在 500米左右、初中生从家到学
校的距离在2000米左右的目标仍难以完成。

生源不均入学压力向外延伸
在小学招生工作开始前，金水区教体局就

预计，今年学校的招生入学压力将会延伸至北
环以北。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看，北环以北的
小学也迎来了报名人数的增加，主要是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的集中入学产生的压力。据统计，
金水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每年以200人的速度
增加。

据介绍，目前郑州市的适龄儿童人数呈下
降趋势，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则在日益增多。
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又过于集中，各区在改造城
中村时，原来租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则
向南三环、北环以北聚集居住，使入学压力逐
渐蔓延到这部分区域的学校。二七区也因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居住较为集中，而导致建在南
三环周边的长江路小学、大学路小学等学校压
力过大。

各区小学报名基本结束，手续不全没报上名近期将解决

热门小学家长“排号”报名
“上学难”为何今年又出现，记者调查有两大原因

经过上周六、周日两天的报名，今年市区小学招生工作基本结束。记
者昨日从各区招生部门了解到，对于在报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遗留问
题”，如手续不齐全没能报上名、新建小区学生报名等情况，近期将解决。
今年市区小学生源压力仍然集中在一些热点学校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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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学校招生也“火爆”
去年小学招生时，市区没有新建学校投

入使用，今年秋季，二七区和郑东新区各有一
所新建小学开始招生，这也缓解了附近其他
学校的招生压力。不过，虽然是第一年招生，
新建学校的招生形势也比较火爆。

二七区艺术小学是今年的新建学校，预
计招收4个班共180名学生，而从两天的报名
时间来看，完全符合条件的学生已有 160多
名。据该校负责人介绍，还有一部分学生属
于证件不齐全的，作为后续问题也会进行解
决。“加上这部分学生，今年艺术小学报名人
数预计会突破200人。”二七区教体局有关负
责人说，虽然是新建小学，但是该小学辖区的
人口较多，目前为止就有 7900多户，而辖区
内还有7个新建小区，业主正在陆续入住，预
计到明年，艺术小学的生源会更多。

郑东新区康平小学也是一所新建学校，
今年计划招收 8个班，其中一年级 4个班，二
至五年级各 1个班。据校长王春喜介绍，目
前有近 200名学生报名，而等周围小区的居
民入住后，康平小学的压力也会逐渐加大。
据了解，康平小学招生辖区内已建成的小区
有 7个，将来入住的居民将近 1万户，在建的
两个小区也有近 5000户居民，“生源压力也
会很大”。

【市民建议】

开发商建房不建校
需要政府部门监管

根据规定，新建小区在建设时，达到一定
规模的需要配套建设幼儿园及中小学，但目前
郑州市开发的新建小区中，按照此规定执行的
寥寥无几。每年学生入学时，各区反映较为集
中的就是新建小区居民子女的入学问题。

对此，新建小区的家长们意见颇大，“既
然规定开发商应该建校却没有落实，政府有
关部门就应该不允许其开工建设，不发预售
许可证。”

“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有享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让家长来回奔波，以家长的力量去责难
开发商，这种方式可取吗？”一位家长说，即使
是每年如此的一种入学方式，孩子要离家较
远去上学，也并没有唤起开发商建房不建校的
良知。

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不论是监督开发商
建校，还是解决入学难，政府应该是一个管理
的主体单位。因此，政府应该制定出相应的制
度来想办法改善。

而实际上，新建小区建学校后移交给政府
管理的例子并不少。如二七区兴华小学和二
七区艺术小学，都是新建小区建学校，由政府
出资购买收为公办。

家长一天跑8趟“为上学”
8月15日、16日，为了能给孩子顺利报上

名，很多家长可没少跑路。在市内各区的报名
现场，随处可见脸色焦急、满头大汗的家长。

在今年的小学入学报名过程中，新建小
区的学生家长依然很辛苦。在大河春天居住
的黄先生，从家到附近的小学，再到物业，一
天来来回回跑了8趟。

据了解，大河春天小区里是所高收费学
校，而且该小学在 3月份就结束招生了。“即
使愿意拿高价，学校也不愿意再接收学生。”
黄先生说，金水区教体局没有给大河春天小
区的适龄儿童划分入学片区。黄先生来到物
业，物业不愿意陪黄先生去办理孩子报名的
事。他只得再次来到了南阳路三小，领到一
张登记表，带着表来到物业，请求物业在表上
盖章。

根据金水区往年对于新建小区住户子女
入学的要求，家长想让孩子入学，需先找到物
业，由物业统计小区内孩子的入学人数，再由
物业到金水区教体局备案，由教体局再分配
小区学生入读的学校，再由家长到指定学校
为孩子报名。但每年都有不少物业不愿意为
业主办理子女入学的事。

报名人太多
热门学校只能“排号”

在今年的小学招生过程中，不少学校使
用了一个方法，给家长“排号”，根据家长领到
的号码牌按顺序报名。“来报名的家长太多，
有的家长排了一天，也可能最后没轮上。”郑
东新区聚源路小学校长王春喜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郑东新区的报名
时间是每天 8时 30分开始，而 8月 15日不到
早上 8时，家长就已经在郑东新区聚源路小
学校门口排起了长队，8时40分开始报名时，
短短20分钟时间，就发出180个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各区的热点学
校。在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外，有的家长甚
至五六点就开始排队等候排号。中原区互助
路小学一上午时间发了 100个号，没有领到
号码的家长还担心两天时间轮不到自己孩子
报名。二七区大学路小学一个上午也发了
180个号码，还劝走了 100多名家长，让他们
下午或第二天再来报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学校在审查
家长交验的材料时，要求非常严格。不在
学校招生辖区的、年龄不够的，都没能顺
利报上名。“之所以查验严格，也是因为学
校的生源压力较大。”二七区一所小学校
长说，控制得不严，学校就容纳不下这么
多学生。

今年，二七区新增加的一所小学二七
区艺术小学参加秋季招生，为大学路小学
和兴华小学分担了一部分招生范围。即
使如此，大学路小学今年的招生压力不仅
没有减少，反而有超过往年之势。“辖区里
外来务工人员太集中，其同住子女入学是

学校压力的主要来源。”大学路小学校长
贾勇介绍。

根据二七区教体局的划片范围规定，
大学路小学除了要承担京广南路以西、大
学路以东、长江路以北、航海路以南区域
的市区常住户口子女入学外，还要接收居
住在航海路以南、长江路以北区域的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贾勇校长说，今年学
校计划招 5 个班，225 名学生，而实际报名
人数会突破 300 人。据了解，该校已经没
有多余的教室可以扩班，只能提高班额。

“至于班额提高到多少，还得向主管部门
申请。”

和往年相比，今年“挂靠户口”的情况依然很普遍。在中原区淮河路小学的报名
点，一名家长曹女士带着孩子来报名，却没有通过证件审验，原来，曹女士是给弟弟
的孩子报名的。“我弟弟和弟妹的户口还都在安徽老家，他们夫妻俩出去打工，孩子
没有人看管，就送到我这里了。”曹女士说，她把侄子的户口迁到了自己家，就在淮河
路小学的辖区内。报名时，曹女士把自己的户口本、房产证、身份证、孩子父母的身
份证和计划免疫证都准备齐全了，但是仍然没有报上名。

中原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根据小学招生政策规定，适龄儿童入学必须以
随父母生活的实际住址为准，如果父母不在郑州，则随监护人生活。“像曹女士这
种情况，应该出示她作为孩子监护人的证明。”

在优胜路小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报名登记点门口，一位家长已经等了一上午
也没能给孩子报上名。

原来刘女士是从四川来打工的，女儿的借读手续不齐全，缺少户口所在地乡
（镇）人民政府或县（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盖章。“从家里寄过来最快也得两天啊，
错过时间怎么办，就先给我们登记上吧。”在场的登记人员一直提醒刘女士，一定要
尽快，而且还提出她孩子的免疫证不合格。

刘女士女儿的免疫证不是规定的绿皮免疫证，而且还缺少两个“加强免疫已完
成”和“儿童基础免疫”的章，这种情况需要家长到注射防疫针的站点换取合格的免
疫证，并且补上缺少的章。

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学校要超编

问题

外来务工子女免疫卡问题多

上周六报名第一天，在二七区大学路小学，一个女孩和家长一起在教室外排队等候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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