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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爷爷奶奶”的房子需要入户调查
“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是孩子爷爷

奶奶的房，这种情况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在
15日、16日市内各区报名中，不少“第三代”住
房现象成为入学的一个难点。而由于不符合
招生政策的规定，这部分学生一般都没能顺
利报上名。

据了解，根据入学政策，入学的标准之一
必须有学生父母的房产证。不少手持孩子爷
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房产证的家长觉得“冤
枉”。一些家长说，一家三口从未有自己的住
房，一直跟着老人生活，对以“住房”决定孩子
入学的条件感到不公平。

各小学解释，这一现象很多，尤其是在热
点小学周边，学校更要谨慎处理，以免为“择
校”的家长提供可乘之机。对此，各区教体局
介绍，“第三代”住房入学问题，需要片区内的
小学入户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学校应该接收
学生入学。

年龄差几天，要看学校生源情况
近年来，由于市区小学的招生入学压

力较大，不少学校在招收学生的年龄上
限制得比较严格。在规定的两天报名时
间里，一些年龄不够的孩子，报名时遭到
了拒绝。

在中原区互助路小学报名点，家长秦女
士把各个证件都带齐了，但是孩子的年龄不
够没报上名。互助路小学今年招收 6周岁 6
个月的适龄儿童入学，也就是 2003年 2月 28
日以前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秦女士的孩子是
2003年 3月 11日出生的，没有报上名。“女儿
现在 6岁 5个月，如果今年报不上名，明年再
上一年级就7岁5个月了。”秦女士很着急，昨
日又到互助路小学咨询，得到的答复仍然是

“不收”。
据了解，对于年龄相差半个月或一个月

的孩子，有些学校都已进行了登记。“学校可
以先登记，正式报名结束后，学校可以根据
生源情况来安排学生。”市内各区教育部门
的有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如果学校生源特别
紧，可能就没法解决，如果学校还有接收能
力，可能会考虑接收。

在热点小学附近租房，难入热点小学
每年，在市区小学招生时，总会有家长带着

孩子在热点小学附近租房，而今年也不例外。
记者从市内各区教体局了解到，在热点学校附
近租房的现象占了“遗留”问题的两成左右。

昨日上午，金水区纬一路小学，家长陈女
士带着儿子正在咨询上学的事。陈女士说，
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先期在省实
验小学附近租房，后来因为房子到期了，又在
纬一路小学附近租了一套房。“因为是租房，
这两天学校一直不肯接收。”陈女士说，他们
没钱买房住，也不知道孩子该去哪儿上学。

据了解，类似的郑州户籍学生，在报名时提
供的材料是“无住房”、“暂时租房”的也不少。各
区教体局称，按照入学政策，如果确实无住房，应
该按学生跟随父母居住的原则，以实际居住地为
准划片入学。如果接收学校实在无力接收，由教
体局相对就近安排空额学校入读。

买房不迁户口也“难报名”
“买了房，而且也已经入住了，为什么还

是报不上名？”在二七区购买了商品房的魏先
生为了孩子上学的事，也已经连续奔波了整
整三天，但是因为没有迁户口而没能报上
名。魏先生说他是去年买的商品房，已经入
住，附近也有一所小学，这两天去给孩子报
名，却被告知户口没有迁过来，不能入学。

“政策上说，以跟随父母实际居住地为
主，我们都在郑州住了，为什么孩子不能就近
入学？”魏先生的情况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长，
他们从外地来郑州工作，购买了商品房，不过
户口仍然在老家没有迁过来。

对于这样的情况，二七区教体局有关负
责人解释说，根据政策规定，如果家长和学生
都是郑州市区常住户口，户口在某个区，而购
买的住房在另一个区，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居
住地不符，孩子入学则以实际居住地为主。

“但是，如果户籍在外地，建议家长回户籍所
在地报名。”这位负责人说，一些家长不愿意
把户口从老家迁过来，往往是因为户籍是农
村户口，可以享受一些农业优惠政策，遇到这
种情况，如果附近学校没有容纳能力，建议孩
子回户籍所在地入学。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薛意茹

本报讯 市区“小升初”工作已经告一段落，8
月19日、20日，小学毕业生可以领取初中入学通
知书。昨日，市教育局公布了市区2009年小学升
初中就近分配工作方案，今年市区参加就近分
配的总人数为28579，比去年有所增加。

上初中的孩子增加了848人
昨日，市教育局召开了金水区、二七区、中

原区和管城区的“小升初”招生就近分配工作
会后，统计了各区参加“小升初”就近分配的人
数。据了解，今年市内金水区、二七区、中原
区、管城区四区参加市区就近分配的总人数为
28579人，比去年增加 848人。其中，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人数占所有就近分配人数的31.96%，
为9134人，比去年增加221人。

“今年各区的初中入学压力仍然很大。”据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上初中人数的增多，使一些非热点初中的生源
也出现“满额”的情况。

有异议还能“纠错”
根据市教育局的安排，8月 19日、20日两

天将发放小学毕业生录取通知书，同时市区各
初中开始录取新生。如果小学毕业生在毕业
小学所在区报名，可以到毕业学校领取通知
书。如果是跨行政区报名的小学毕业生，以及

在外地借读回郑报名、并在家庭实际住址所在
区参加就近分配的，可以到家庭实际住址所在
区中招办领取通知书。

各区领取地点：金水区利智学校；二七区政通
路小学；中原区教体局教育科；管城区教育中心。

领到通知书后，如果家长对分配结果不满
意，可以申请“纠错”。家长可以在8月20日至
22日到所在区的咨询点要求“复议”。

金水区：金水区实验小学（南阳路和孟寨街
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咨询电话63941939；

中原区：华山路小学（华山路与汝河路交
叉口向西200米路南），咨询电话67639434；

二七区：政通路小学（二七区政通路区政
府斜对面），咨询电话68871800；

管城区：管城区教育中心（东大街、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东隔壁），咨询电话66341253。

到公办学校“择校”不具备分配生资格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

在公办学校之间进行择校。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参加了就近

分配以后，凡是公办学校之间非正常流动的学
生，在三年后初中升高中时不享受分配生待
遇。“从今年开始，郑州市市区将实行电子化学
籍管理，只有经市、区中招办统一分配和审批
录取的学生，才具有正式学籍，具备分配生资
格。”这位负责人提醒家长，小学毕业生接到通
知书后，应尽快到就近分配学校报到入学，以
免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家长如有择校愿望，可选择民办学校。”该
负责人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待遇。

□晚报记者 张竞昳 实习生 赵文静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招办获悉，我省
2009年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第二次集中录取将
于 10月 10日至 15日在登封市鹿鸣山庄（河南
省招生考试学术交流中心）进行。

第二次集中录取，各招生学校须在录取期
间到各省辖市及重点扩权县(市)招办领取五年
制、“3+2”、小中专、大中专录取名册及五年制、

“3+2”考生档案，然后到省招办办理录取手续，
15日18时第二次集中录取全部结束。

省招办要求，对第一次集中录取的五年制
和“3+2”新生，招生学校不经考生同意不得擅
自更改其类别。对新征集的学生在第二次集
中录取前不得对其作最后承诺，新生被正式录
取前不得收取学费，对未被正式录取的学生不
得乱发通知书。为了保证五年制和“3+2”的招
生质量，本次录取不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计
划原则上不作调整。

今年我省安排普通中专招生计划22万人，
与去年持平。第一次集中录取工作共计录取
新生50639人。

第二次录取10月10日开始

明后两天
领通知书

中专

没报上名咋办没报上名咋办
看各区教看各区教体局的解释

上小学

虽然市内各区的小学招生
报名时间是8月15日、16日，不
过昨日记者从各区招生学校了
解到，目前仍然有不少家长到
学校咨询报名。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证件不齐全、缺合同少公
章的，都没报上名；购买了住房
没有迁户口的，不知道去哪里
报名……对于这些特殊情况没
有报上名的学生，各区教体局
表示，将会在今后几天着力解
决“遗留”问题，保证符合条件
的适龄儿童都有学上。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薛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