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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入学报名结束，还有适龄儿童没报上名
什么原因阻了孩子的报名之路？我们帮家长打探一番

没报上名的别着急
这几天还有机会补报
当面对适龄儿童入学的大问题时，两天的报名时间让众多家长觉得“太短”了。连日的采访中，
很多家长面对证件不全、户口与实际住址不符等问题时的无奈，也让记者心里沉甸甸的。其
实，仔细看家长们遇到的问题，多数是共性的问题。我们也邀请相关教育部门进行释疑。而没
报上名的家长，今天还有时间处理遗留问题。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释疑

两天的报名时间里，有一些
“跨区”的孩子遇到报名难题。因
为户口在一个区，购置的房产在
另一个区，结果两个区的小学都
报不上名。

昨天家长李先生说，他租
住在管城区，在中原区买的经
适房还没交工，结果两个区的
小学都报不上名。

家长魏女士说，她的户口
在金水区，在郑东新区买了房
子并入住，但户口还没有迁到

郑东新区。“给孩子报名，学校
说郑东新区要求户口本、房产
证齐全才能报名。没有户口
报不上。”魏女士说，金水区的
学校又说，报名条件是以随父
母实际居住地为主，魏女士实
际居住在郑东新区，所以在金
水区报不上名。

不少家长说，为了给孩子
报名，两个区来回跑，感觉招
生部门在“踢皮球”：“对于跨
区的情况，哪个区都不想收。”

市中招办的市区小学招
生政策规定，小学入学实行
就近分配的原则，坚持适龄
儿童随父母生活，坚持以适
龄儿童随父母生活家庭实
际住址为准，坚持户籍与父
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一致
的原则。

在实际报名时，有些家长
的确有特殊原因，出现户口本
和房产证不在一处的情况。
同样一个问题，两个区的解释
虽然能在市中招办的政策中
找到依据，但是着重点却不
同，一个重点强调户口，一个
重点强调居住地，结果就是适

龄儿童在哪个区都不符合条
件，不能顺利报名。

类似魏女士和李先生这样
的情况不在少数。没有统一的
口径，让很多家长感到无所适
从。“建议市中招办明确我们这
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李先
生说。

跨区报名来回“踢皮球”

家长陈女士带着弟弟的孩
子去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报名，却
没有通过证件审验。

“我弟弟和弟妹的户口还在
安徽老家，夫妻俩出去打工，孩子
没人看管，就送到我这里了。”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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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户口本、房产证、身份
证、孩子父母的身份证和计划免
疫证都备齐了，但仍没报上名。

中原区教体局负责人说，适
龄儿童入学必须以随父母生活的
实际住址为准，父母不在郑州，则
随监护人生活。“陈女士应该出示
她作为孩子监护人的证明。”

在金水区优胜路小学的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报名登记点门
口，家长李女士等了一上午也
没能给孩子报上名。她是从四
川来郑州打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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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人
员提醒李女士一定要尽快，还提
出她孩子的免疫证不合格。

李女士女儿的免疫证不是
规定的绿皮免疫证，还缺少两
个“加强免疫已完成”和“儿童
基础免疫”的章，需要到注射防
疫针的站点换取合格的免疫
证，补上缺少的章。

外来务工子女免疫卡问题多

读者胡女士来电称，她在报
名时发现，她住在商城东路1号
院。这个地址在户口本上显示
属于管城区，而她的房产证上
却写着“金水区”。

她去家附近的金水区金燕
小学报名时，被告知应该去户
口所在地的管城区报名。而管

城区的小学则认为，她的房产
证是金水区的，应该到金水区
的学校报名。

金水区教体局教育科相关
负责人解释，如果房本和户口
不一致时，应该以实际居住地
的房本为主，胡女士可以到金
燕小学报名。

统一安排
外来务工
子女入学

不少家长反映，中州
大道南三环附近南曹乡
的阳光实验学校、管城区
第二实验小学、姚庄小学
三所学校不收流动人口，
外地学生无法报名。

管城区教体局解释，
学校招生时先接收该地
区有户口、房本的适龄儿
童，再接收买过房但户口
没迁过来、有居住证的适
龄儿童，如果这两种学生
尚未招满的话，再酌情接
收适龄的流动儿童。如
果前两种学生已经满额，
管城区教体局将对这部
分学生集中统一解决。

一个家属院却分属两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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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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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集于向南三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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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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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校速度赶不上建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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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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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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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规划，至2020年，郑
州市初中、高中普及率将达

到 100％。郑州市中小学生
千人指标为：小学生 72 人每
千人，初中生 42 人每千人。
老城区小学共有276所，拥有
8106 个教学班，平均班额为
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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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生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在500
米左右的目标仍难以完成。

生源不均入学压力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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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新建小区中，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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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天的小学报名中，
一些热点小学因辖区内新建
小区入住的适龄儿童过多，
导致出现一些突发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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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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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主体单位，制定出相
应的制度来想办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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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开发商建校 需政府部门监管

“18 日、19 日没报上名，
并不代表报不上了。”金水区
教体局教育科科长曹鹏举
说，如果知道孩子划属到哪
个学校，可直接到学校进行

补报。
中原

区教体局
有关负责
人 表 示 ，
中原区辖
区内的适
龄儿童的
家 长 ，如

果存在证件不全等遗留原因，
没有报上名的，部分学校今天
还会接受报名。外来务工随
迁子女报名入学的，可在8月
23 日上午 11 点前，到原报名
点查看集中调配学校的结果，
并在当天下午3点~6点，带着
证件到所调配的学校报名。

管城区教体局表示，符
合条件但因其他原因错过报
名的，尽快带着孩子去管城
区教体局教育科补报，尽量
保证孩子顺利入学。
请继续阅读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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