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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小学招生第一天遭遇“杠杆”一串
离婚父母房子没过户 居住在片区交界处 住处和房产不在一个地儿

这些都成了孩子报不上名的原因
如果您的孩子没能顺利入学，拨打晚报热线96678说说吧

因为入住的时间太短，孩子暂时没报上名；新房还没有交工，孩子上学也出现难题……
昨天，市区各小学开始了招生报名工作，为了能给孩子报上名，不少家长凌晨四五点就

到学校外边排队等候，然而，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有些家长没能顺利给孩子报上名。
记者 张勤 实习生 马晓平/文 记者 张翼飞/图

凌晨5点排队
老人被房产证难住

张老先生昨天去中原区伏牛路
小学给小孙女报名。

担心上午排不到自己，老人凌晨
5 点就去学校外面排队。等到学校
开始发号时，张大爷领到了 2 号，他
终于松了口气。

准备了户口本、房产证、身份证、
计划免疫证等证件，张大爷信心满满。

终于该他给孩子报名了。“屋里
有 6 位老师一字排开，办理报名手
续。”张大爷说，工作人员看了他的证
件，说不符合条件。

原来，张大爷的儿子离婚了，小
孙女判给了妈妈。妈妈带着孩子住
在娘家，在伏牛路小学的片区。离婚
证和法院判决都有，但是问题出在房
产证上。因为双方结婚后有一套房
子，协议离婚时判给了女方。但是女
方没有条件支付月供，所以房子一直
在男方名下没过户。

“孩子她妈妈现在没有房，带着
孩子住在姥姥家。”张大爷不甘心，又
重新排了一次队，拿到了 90 号。这
次，接待他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种
情况不符合条件，要上学只能按借
读，需要交费。

还有家长说，据他了解的情况，
去年中原区向家长收捐资助学费，是
自愿的，每个学生的收费标准不尽相
同。“不知道今年是否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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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4个学校
不知道该去哪儿上学

南阳路和农业路交叉口一带的小
学不少。南阳路二小、农业路小学、金
桥小学、金沙小学，都在这一片。

居住在南阳路和农业路交叉口
西北角华林都市小区的朱先生，给孩
子报名却遇到了问题。

昨天上午，他接连跑了这4所学校，
都被告知其不在学校的招生片区内。

“去南阳路二小和农业路小学，两
所小学离得很近，负责招生的工作人
员说，我们小区不在他们的招生范
围内。”朱先生说，两所学校工作人
员建议他去金桥小学，但金桥学校
的招生工作人员说，华林都市不在
他们的片区内，让去金沙小学问
问。而金沙小学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到底我们该去哪里报名？”朱先
生很郁闷。

据金水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
华林都市所在的位置，是南阳路一小
的招生片区。

朱先生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南阳
路一小在哪里。而每所小学张贴的
招生通知上，只有本学校的招生片
区，给不熟悉情况的家长带来不便。

“希望招生部门更人性化一点，每所
学校都能张贴其他学校的招生片区，
让家长少跑冤枉路。”

房子没住够时间
不能报名？

近年来，建设路二小一直是中原
区的热点小学，招生压力很大。由于
要严格控制择校，因此学校在家长报
名时，严格审查各类证件。

聂女士是凌晨 4 点多去排队给
孩子报名的，她幸运地排到了2号。

准备好了户口本、房产证、身份
证和《计划免疫证》后，聂女士认为报
名肯定万无一失了。和有的家长相
比，聂女士的材料应该是完整的，户
口本、房产证和身份证上的住址都
是一致的，孩子也已经年满 6周岁 6
个月。

但是，问题出在了房产证的时
间上。聂女士的房子位于前进路
107号院，房产证是 2011年 5月份下
发的。学校招生工作人员说，房子没
有住够3年，不能报名。

和聂女士有同样情况的还有一
位家长，住在前进路25号院，她的房
产证还有两个月就满3年了。

昨天下午，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
中原区教育科，一位工作人员说，小
学招生政策对房产证、户口本的年限
没有限制，学校在解释、执行的过程
中出现偏差，主管部门会让学校及时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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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二七区解放路小学设在学校的报名点外，前来报名的家长在
填写登记信息时，有一项“是否自愿参加按需选学教学”的选择项，家长们还
是第一次听说。

今年，二七区将会在第一学区的 4所学校之间开展“按需选学”招生，这
是第一次尝试。

昨天上午，第一学区公布了按需选学招生的工作实施方案，参与的4所学校
分别是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有双语教学特色；解放路小学，是小班化教学，
具有“红色教育”的办学特色；铭功路小学有戏曲社团特色，汉川街小学则有多年
的民乐特色教学。

按需选学主要是提供有特色的学校，拿出一定数量的学位，供学区内其
他学校的学生选择。

举个例子，汉川街小学招生片区内的学生，如果对小班化教学感兴趣，可以申
请到解放路小学上学；解放路小学招收的学生，如果对英语教学感兴趣，可以申请
到陇西小学（南校区）上学。

据解放路小学校长王芳说，今年是第一次试行“按需选学”招生，4所学
校拿出来的名额有限，每所学校都是拿出6个招生名额，平均分配到另外3所
小学。

“家长可以自愿选择。如果出现选报人数超过计划的，就由家长组成家
长委员会，决定筛选办法。”王校长说，比如可以是电脑摇号，可以是抽签，都
由家长委员会商定。

“按需选学就是要给孩子提供更加多元化、多彩的教育。”王芳说，将以此举来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

据了解，从下学期开始，4所学校之间还将试行教师走读制和学生走读
制，最大限度地共享每所学校的优质特色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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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选学家长先“观望”

跨区上学
成了“两不管”

在昨天报名的家长中，有不少家
长住在这个区，购置的房产在另外一
个区，使孩子报名出现困难。

李先生买房前，一直租住在管城
区姑姑家的房子，户口也在姑姑家挂
靠着。因为划片时这里可以划到管
城区东关小学，李先生就去那儿给孩
子报名。

他说自己租的房，也有购买的家
电消费凭证，能证明住了四五年时
间。考虑到他是租房户，学校让他去
开个无房证明。

但是，李先生开不出无房证明，
因为他刚在中原区买了房，在郑上路
小学旁边，还没有交付使用。

到了中原区郑上路小学咨询时，
校方解释，李先生虽然买了房，但是
近期不可能入住，因此不符合适龄儿
童随父母实际居住地为主的原则。

对此，李先生觉得很无奈，小学
招生，是以户口为第一位的，还是以
房产证为主要条件呢？当两者不一
致的时候，各区之间缺乏协调机制，
让家长无所适从。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任女士身
上。任女士是拆迁户，拆迁前在二七
区，目前的安置房在管城区科技路永
丰新都小区，户口还在原址。

昨日上午她去给孩子报名，二七
区的邱寨小学说不符合政策，让他们
到管城区的小学报名。管城区南十
里铺小学说，任女士的情况应该回二
七区报名。“两个区的学校来回推，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昨天上午，在淮河路小学，一个孩子昨天上午，在淮河路小学，一个孩子
攀着报名窗口的栏杆，向里面张望。攀着报名窗口的栏杆，向里面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