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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 可二次选择民办学校
昨日上午，还有家长拿着通知书前来咨询上民办

学校的问题。
今年，在初中学校发放的录取通知书背面，“入学

须知”中第三条说，小学毕业生可自主选择民办学校入
学，只要向就近分配的录取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在通知
书上签“同意选择民办学校”意见并加盖印章，家长就
可拿着通知书到民办学校报名入学，民办学校凭借通
知书注册学籍。

压力大 各区互相分流一部分学生
今年，市区初中学校的压力依然很大。由市中招

办协调，各区也向其他区分流了一部分学生。比如，金
水区向管城区、二七区和惠济区的学校都分配了小学
毕业生，管城区也向金水区的学校分流一些学生。

以金水区为例。今年金水区小学毕业生比去年增
加了 1013人，其中 400多名为外来务工子女，600多名
为新迁入户口子女。虽然区属中学扩招 14个班，但由

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和新建小区落户人口增多，金
水区今年小升初压力依旧很大，入学压力集中在北环

以北地区。北环附近的七十六中、七十七中生源增加

到1000多人，这两所学校已扩招了6个班以缓解生源压

力。“管城区的四十三中、四十五中，二七区的十四中，惠济
区的六十中，都接收了一部分金水区的学生。”金水区教
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显效果 优质倍增使初中学校“热”了
从昨日去现场咨询的家长反映的情况来看，家

长提出的理由不再是“某某学校教学质量不行”，而

多数是离家距离较远。

“这两年，郑州市实施优质教育倍增计划，一些

初中成为热点学校托管的对象，家长也逐渐认可了
这些学校。”金水区教体局的这位负责人说，比如郑
州七中托管区属的郑州七十一中，实行教学资源共
享；郑州二十三中成为郑州八中东校区，今年也成了
热点学校。

周末，薛女士一天没休息。“儿子已经跟着我跑
了两天，我不能再让他奔波。他才 7岁，上学的事儿
本就应该是我们做家长的给他安排的。”说着这话，
薛女士的声音有些颤抖。

薛女士和爱人是从外地来郑州打工的，住在中
原区西环附近，按划片可以去郑上路二小报名。

“我和孩子他爸早就准备好了六证，就在招生报名
的第二天下午去了。”薛女士说，学校看了他们提
供的手续，说孩子父亲的劳务合同不符合规定。

“公司的印章上有‘合同专用章’五个字，学校说这
个不行。”薛女士的爱人只好赶紧回公司去补办。但等
回来后，学校已经下班了。第二天，本来中原区安排还
有半天的报名时间，但学校已紧锁着大门。

随后，薛女士又去中原区教体局咨询。教育
科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可以先去向阳小学报名。“教育
科说，如果9月1日还没有报上名，他们就给孩子指定
一所学校接收。”薛女士随后去了向阳小学，但是学校
说他们的租住地不在学校片区内，不能报名。

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结束，家长的新问题来了

嫌家远，家长想调换学校，可以吗？
填错地址，该怎么办？
各区初中入学有压力，互相分流一部分学生

一墙之隔的学校没法上，被分
配到离家更远的初中，家长想调个
近点的学校，来“小升初”咨询点进
行申请。从昨日开始，“小升初”就
近分配工作要进行3天的咨询，各区
中招办负责接待家长的咨询。据了
解，今年对孩子分配的初中学校有
意见的少了，以往家长认为非热点
的学校逐渐“热”了起来。

记者 张勤/文 张翼飞/图

学校离家太远，家长申请
重新分配

金水区实验小学是今年金水区的“小
升初”就近分配工作咨询点。昨日一大
早，就有家长前来排队咨询。

家长王女士说，他们家和郑州回民
中学就一墙之隔，却分到了黄河中学。

“黄河中学离我们家比较远，能不能调
到回中？”

工作人员告诉王女士，王女士所在社
区近年来都是分配到黄河中学，回中的生
源压力较大，接收不了那么多学生。有不
少家长前来反映的问题就是“分配的学校
离家远”，“市区的初中学校分布并不均
衡，附近的生源数量和学校容纳能力都不
一样，总会存在跑相对较远的路”。

还有一位家长称，孩子的毕业小学把家
庭地址认定错了，导致就近分配的时候出现了
偏差。“我是拆迁户，拆迁协议上写的是原址安
置。按这个住址，应该属于科技市场社区，分
到四十七中。但小学在认定家庭住址时，写成
了同乐社区，分到了三十一中。”

对此，咨询点的工作人员说，家长的
情况可以向市中招办反映。

问题

为了孩子上小学的事儿，薛女士已经奔波了三天。而刘大爷为了给小孙子报名，这两天都在
跑无房证明。他们都说，上个小学咋就这么难？本报将继续关注孩子的上学之路。

记者 张勤/文 张翼飞/图

开无房证明，刘大爷跑遍了郑州
快 70 岁的刘大爷这两天被无房证明给难住

了。
刘大爷说，儿子没有房，一家三口都和他们老两

口住在一起。“我们家的房子也大，5口人住着刚刚
好。”刘大爷去给小孙子报名，来到惠济区东风路小
学。学校得知孩子的情况后，要求提供孩子父母无
房证明。

“一个无房证明，学校要求开三张。”刘大爷说，
市房管局出一张，经开区房管局出一张，高新区房
管局出一张。跑了一天，刘大爷只拿到市房管局开
的一张无房证明。

“学校说只有一张，不行。”刘大爷说，因为开证
明，没赶上学校的招生时间。他又去惠济区教体局
反映，对方说报名截止了，他们也没办法。

“看来我还得去经开区、高新区开无房证明。”
刘大爷很无奈地说。

为啥拒收理由“多而奇”？
根据小学入学政策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

学需要提供“六证”，其中劳务合同要求“此合同文
本必须是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

近日，本报接到的家长热线反映的情况，有的
学校要求家长出具“三金”证明，有的学校说孩子应
该去家长工作的地方上学，有的学校说家长的务工
证不符合要求。

“给孩子报名上学，怎么就这么难？”近几日，在采
访中，家长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那
点
事

上学的事，牵动多少家长的心。

8月22日，二七区兴华小学，一个男孩看着
妈妈为自己报名填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