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套房子，去年学生A住，
今年又换成学生B住……

热点学校附近的二手房很
贵，因为家长们认为，买了房可
以分到理想的中学。

从昨日开始至15日，是市
区“小升初”招生报名的时间。
住房、挂靠户口依然是反映最
多的问题。

晚报记者 张勤/文 张翼飞/图

2010年6月13日 星期日 主编 王长善 编辑 刘德华 校对 李悦 版式 金驰

A06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

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
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
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
报款61倍或8倍的大奖和惊喜

对于“小升初”的招生政策，虽然
教育部门已经多次提醒，但是在昨日
报名时，仍然有不少家长因为证件不
全而没能顺利报名。对于一些共性问
题，我们也进行了归纳，提醒即将给孩
子报名的家长注意。

4类学生报名方式不同
根据市区“小升初”招生政策规定，情

况不同的小学毕业生，报名时所需的手续
也不一样。而这也正是很多家长没有注意
的情况。

以金水区为例，在金水辖区内各小学
就读的小学毕业生，一律按所在学校的统
一安排，在就读小学报名填表，家长不用到
教体局报名。

在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惠济区等
小学就读，户口、住址均在金水区的小学毕
业生，提供户口本、父母身份证、房屋所有
权证、义务教育证书，及在就读小学填报的
就近入学登记表（就读小学所在区中招办
应签署“同意到金水区报名”并签字盖章）
等有关证件。

在外地市就读，而户口、住址都在金水
区的小学毕业生，带户口本、父母身份证、
房屋所有权证、毕业小学的毕业证等有关
证件及一张两寸照片。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必须居住在金水
区辖区，才能参与就近分配。报名证件：户
籍所在地的户口本、父母身份证、居住地派
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明、父母一方与用人单
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此劳动合同文本必须
是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
的劳动合同文本）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
营业执照，户口所在地乡（镇）级人民政府
或县（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户口所在
地乡（镇）应该就读的学校准予在郑就读的
证明、毕业小学的毕业证等有关证件及一
张两寸照片。

录取通知书8月下旬发放
根据规定，在报名工作结束后，各区中

招办将组织核查，认定学生真实住址，对乱
迁、乱转、不如实申报家庭住址的，一经查
实，坚决予以纠正。对拒不纠正的，将按有
关规定分配到指定初中。

金水区教体局规定，在7月25日前后，
凡是在教体局报名点报名的学生家长，到
报名点查看住址核查结果。

而最终分配结果及录取通知书的发
放时间将按市教育局统一安排进行，每
年 8 月 20 日前后，请家长留意有关通知或
咨询。

经五路有的房子一年一换主
“想上好学校，先要选准房”成家长共识

金水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预计上千
虽然“小升初”报名工作是从上午 8点半开

始，但是，刚刚过8点，金水区报名点就已经聚集
了很多家长。

据金水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金
水区的入学压力还会较大。尤其是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将会比去年有明显增加。

“去年，金水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 800
多人，今年预计会突破 1000人。”金水区教体局
有关负责人说，一方面，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大量拥入，另一方面，今年实行的政策为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了更多便利。

如市中招办的政策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在居住地所在区报名，实行就近分配，这难
免会让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产生“择校”心理，虽
然在外区务工或做生意，但是临时到金水区租
房住。

另外，一些新建小区的住户密集，有的小区
30多层的高层建筑，都有上千户业主。这也给
就近分配带来了压力。

二七区：明年入学压力会更明显
二七区同样面临着较大的入学压力。二七

区中招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初中的就近分
配压力依然会很大，预计参加就近分配的人数
会达到7000人。

不过，这位负责人表示，明年“小升初”的入
学压力将会更加明显。二七区有一些城中村改
造工程，以小李庄拆迁改造为例，政通路上升龙
国际开发的小区已经“拔地而起”，明年将会有
大量的回迁户拥入，再加上购买商品房的业主
入住，将会给明年的“小升初”带来较大压力。

劳动合同不需要盖劳动部门的公章
今年市中招办在制定“小升初”招生政策时，

更加人性化。尤其是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相对
宽松的政策让很多家长可以少跑“冤枉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郑州上初中，属于“借
读”。根据今年的“小升初”政策，家长提供的劳
动合同必须是劳动部门统一印制的合同，不过不
用再到劳动部门盖章备案。仅这一项就让外来
务工人员节约了来回“跑路”的时间。

“去年我给儿子报名上学，签了劳动合同后，
还要到劳动监察部门盖章。比较麻烦。”家长魏
先生在一家保洁公司上班，他说，今年小女儿也
该上初中，他到公司签了合同，双方盖章后，很顺
利就报上了名。

不过，便利政策也让个别家长钻了政策的
“空子”。“有的家长直接把别人的合同拿过来，花
一元钱，到外面复印店里复印一份，然后自己填
写。”金水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如果家长提供
的是复印的合同，而非统一印制的合同原件，就
不能顺利报名。

想上理想学校？“先选好一套房”
“我刚在金水区买的房，就是为了孩子上初中。”咨询现场，一位家长拿着购房合同来

了。因为房子刚买了两个多月，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他就着急地带着合同和购房发票来了。
在今年“小升初”报名现场，因为孩子要上学而买房的家长还真不少。“想上好学

校，先要选准房”，这句话已经成了不少择校的家长的共识。
据金水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在热点中学附近，二手房的价格远远高于金水

区其他区域的二手房价格。“金水路以北、花园路以西、南阳路以东、农业路以南这部
分区域的二手房价格相对较高。”这位负责人说，尤其是在省实验中学、郑州七中、八
中等热点中学附近，二手房价格更高。

“经五路上有个家属院，有的房子经常是一年换一个户主。”这位负责人说，比如
学生A前年就近分配上初中，在这套房子里住，房产证、户口本等证件齐全，安排就近
入学了；去年，这套房子的户主又换成学生B的家长了，同样手续齐全。而今年，也很
有可能再次成为学生C的家。

14人住55平方米的房子？大都是挂靠户口
报名现场，李先生拿着房产证和户口本等证件给侄女报名。
房产证是李先生的名字，他自称是侄女的监护人，侄女在外地上学，哥嫂的户口

也都在外地。
李先生的房产在经八路上，实际面积55平方米，工作人员验证时发现他俩户口本

上共有14口人。其中一个户口本上，有3个侄女的户口，李先生称都是2003年前后户
籍放开时迁过来的。

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挂靠户口，如想顺利报上名，需家长在报名表上签字“服从
分配到指定缺额学校”。

李先生签字同意后，工作人员才接收报名表。
在报名时，也有不少家长提供的户口本和房产证都是亲戚或朋友的，孩子的户口

挂靠在亲戚朋友家。对于这种情况，金水区教体局工作人员表示，挂靠户口的学生，
一般会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分到缺额学校，多数情况下不会分配到热点中学。

没有房产证？需要提供消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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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二七区报名点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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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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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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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在金水区
利智学校，该
区 的“ 小 升
初”在这里开
始报名。早
上8点多，报
名窗口前排
起了长长的
队伍。

小升初
报名

6月12日～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