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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本报济南2月16日讯 (记者
杨凡 ) 1 6 日下午，记者从

省政协十届二十二次常委会
议上获悉，省政协十届五次会
议将于2月18日在济南召开。

据了解，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届山东省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届五次
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

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建
议议程为，听取和审议政协第

十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
协第十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列席
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省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
告；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审议
通过政协第十届山东省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有关事
项。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办公
厅关于省政协各部门 2011 年

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
汇报。

据悉，根据省政协十届五
次会议安排，800 余名十届省
政协委员将于 1 7 日至济南报
到。

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18日召开

政协委员今日报到

百余市民连线代表委员
一位读者一口气提了8条建议

省政协常委、民建山东省委秘书长李旭茂

省人大代表、民进济南市委副主委、济南
市教育局副局长朋星

省政协委员、民盟山东省委委员、山东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耿越

省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眼科中心主
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济
南施尔明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

“我在济南打工好几年了，
孩子今年要上小学，没有本地
户口咋办？”家住济南市历下区
的王先生打来电话询问孩子的
上学问题，语气透着焦虑。

省人大代表、民进济南市
委副主委、济南市教育局副局
长朋星表示，这位父亲不用太
担心，即使不是本地户口，只
要夫妻一方在济南务工，孩子
就能在当地上学，并且跟本地
孩子享受同等待遇。为了解决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
济南市在各个区都设立了定
点打工子弟学校，外来务工人
员只要出具相关证明，子女就
可以在就近社区免费接受义
务教育，并且和济南本地的孩
子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在相应
社区找不到定点学校，或者定
点学校被拆除、迁往别地，市
民可以到济南市教育局咨询
相关问题，“学是肯定能上
的。”

“户口不在当地，

孩子咋上学”
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可上定点学校

本报记者 邢振宇 廖雯颖

本报济南2月16日讯(记者
邢振宇 廖雯颖 实习生
王赛男 韩静静) 两会尚

未开幕，本报热线已烫手。16
日，本报两会热线96706216开
通以后，当天就收到不少市民
提出的意见、建议。16日下午2
点半至4点，本报邀请省人大代
表毕宏生、朋星和省政协常委
李旭茂及省政协委员耿越接听
热线。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共有
107位市民打进本报热线，其中
一位市民提了8条建议，请代表
委员帮忙带上两会。

“我想咨询孩子上学方面
的问题，能否请朋星代表接电

话”、“我找代表委员，我有事
要反映”。16日下午离开始还
有10分钟，代表委员已经提前
赶到，而本报两会热线就已响
个不停。代表委员迅速投入，
听市民心声，可是这电话一旦
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热得烫
手，代表和委员连喝口水、说
句话甚至上个厕所的时间都
没有。“市民太热情了，电话一
个接一个，不少人提的意见建
议都很好。”省人大代表、民进
济南市委副主委、济南市教育
局副局长朋星接完电话后才
发现手机竟有7个未接电话，
接电话太投入了都没有感觉

到振动。
省政协常委、民建山东省

委秘书长李旭茂一边接听电
话，一边认真记录，不一会儿
就记了好几页。“我接了12个
电话，大多数都是有关教育、
医疗和社保的，许多意见建议
都很好，我已经进行了分类整
理，有些将写成提案带到两会
上。”李旭茂说，还有一位外地
在济南上大学的学生建议给
房彦谦碑建一个碑亭，这个事
挺好，已经安排有关部门与其
联系。

短短的一个半小时，4位
代表委员接了107个热线。在

众多来电中，有一个人很特
殊，他一人就提了8条建议。这
位热心市民名叫郭镇华，一直
关注民生问题，看到本报开通
两会热线，就第一时间打了进
来。“天天堵车，交警忙，交通
协管也不易，我建议应该提高
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当前铺张
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应该
出台政策，提倡节约，杜绝浪
费。还有城乡拆迁问题，我建议
成立专门机构，制定相关的政
策，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进行
监督……”郭镇华一口气就提
了8条建议，并希望代表委员把
一些好的建议带到两会上。

“买的房不够大，

孩子户口落不下”
政协委员：将向有关部门反映

本报记者 邢振宇 廖雯颖

孩子马上要报名入学
了，家住济南市天桥区的刘
燕犯了难：“我在济南买了
房 子 ，可 还 是 没 办 法 落 户
口。”

根据有关规定，只有购
买面积超过 9 0 平方米的房
子，才能将户籍迁到当地，
刘燕买的房子不到 9 0 平方
米，现在孩子要上学，没有
当地户口就只能缴纳高昂
的择校费用，“家里老人还

有尿毒症，老父母又没有工
作 ，我 们 夫 妻 靠 打 零 工 挣
钱。孩子上学交这么多钱，
我们实在承担不了。”

“规定影响了一部分人
的生活，就说明规定还不完
善，我们会把问题尽量往上
反映，争取早日解决。”省政
协 委 员 、民 盟 山 东 省 委 委
员、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耿越这样答复热
心市民。 摄影 本报记者 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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