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急家长凌晨就来排队
校方表示：符合条件的儿童都能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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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

获710万扶持资金

学生暑假

回家住院可报销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杜兴堃 战莹 ) 7月7

日，记者从德州发改委获悉，德州
中等职业教育近日获得710万元省
级无偿资金支持。受经费不足、校
舍短缺、设备老化等因素影响，德
州中职教育发展相对缓慢，这笔资
金到位进一步增强了中等职业教
育基础设施能力。

近年来，德州抓住国家大力发
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机遇，争取
6所农村职业学校和1所城市职业
学校列入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基础
能力建设规划。经过积极争取，截
至目前共下达了5所学校的投资计
划，总投资7540万元，到位上级无
偿补助资金3310万元。

据了解，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
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任务，是
德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
前由于经费不足、校舍短缺、设备
老化、城乡资源不均衡等问题导致
中职教育发展相对缓慢，不能满足
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随着这些项目建设，将进一步
增强德州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设施
能力，为把德州打造成优质蓝领培
育基地，提高德州社会劳动力就业
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
的支撑。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王明
婧) 7月6日，德城区小学开始
接受报名，不少家长担心孩子
报不上名凌晨赶来排队。学校
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是学区
内条件符合的儿童都能上学，
家长早排队完全没有意义。

“凌晨4点多就来排队了，
才排了个第二名。”6日上午八
点半左右，王女士的孩子已经
完成报名。王女士说，她家住在

东方明珠，最近天气热，担心排
队晚了会让孩子晒着，因此早
晨4点就起床赶来“占位”，等学
校开门时再让家里人带着孩子
过来，“以为光拿复印件就行
了，来了以后才发现还得带原
件，又让家里人捎来，幸好来得
早。”

“学校按顺序发号，我拿了
46号，谁知道一开校门，大家都
往里挤，谁也不按号来了。”王

女士比较无奈，看着还有很长
时间才能轮到自己，打电话让
家人送来板凳和水。记者在现
场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小马扎、
扇子、太阳伞和矿泉水等物品，
做好了长时间等待的准备。

现场不时有状况发生，市
民孙先生一脸着急地说，他和
老人一起住，不知道要开无房
证明，孩子今天没有办法报上
名了，“准备找招生老师协调一

下，看能不能延后报名时间。”
“往年有半夜12点赶来排

队的。”德州市实验小学的工作
人员说，今年学区内约有200多
名适龄儿童报名，学区内符合
条件的儿童都能上学，家长们
连夜排队没有意义。此外，每年
都有家长为了孩子上“名校”而
造假的情况，学校招生会严格
按照学区划分，对孩子的户籍
信息进行核查。

暑假班中心广场“圈地”开张
有人觉得方便有人感觉很吵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夏祥龙 杜元敏) 7日，
记者从德州市医保处了解到，在校
参加了德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学生，暑假期间在老家住院
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也可享受医保
报销待遇。

“在德州市参保的外省市大学
生暑假回老家因病住院的，住院后
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报德州市
医保经办机构备案，可享受医保报
销待遇。”德州市社保中心工作人
员称，对于所住医院属于省联网结
算医院的，出院时携备案表可即时
结算医疗费用；对于在所在地其他
定点医院就医的，可临时垫付医疗
费用，待返回德州市后携带相关的
就医材料到市医保处进行报销。

对于探亲、旅游在外地突发疾
病需急诊抢救的，可就近住院抢
救，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
息报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备案，病
情稳定后需继续治疗的，应及时
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对于需
要转外地医院住院治疗的，须经
本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或三级
专科医院检查，仍未确诊的疑难
病症或因限于技术和设备条件
等客观因素不能诊治的急危重
病人，要由本市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 ( 1 0县市的二级医院市直三级
医院)或三级专科医院填写《德州
市城镇医疗保险转院 (诊)审批表
(一式两份)，报经所在地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审批，可转至三级以上医
保定点医院诊治。

“参保学生发生的住院和门诊
大病医疗费用合并计算，纳入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按规定报销，年度
最高报销14万元。”该工作人员称，
对于学生发生的符合规定的普通
门诊医疗费用，也纳入报销范
围：普通门诊患者发生医疗费用
的报销比例5 0%，起付标准每个
医疗年度60元，年度最高限额600

元；无责任人的意外伤害发生的
门诊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80%，年度最高限额1000元。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孙婷
婷) 暑期刚到，不少培训班开
设的“暑假班”也进入最火热阶
段，有的培训班干脆将课堂搬
到了德州市中心广场。

6日，在中心广场上，地上
摆放几个训练障碍物，被开辟
成了“轮滑培训场地”；一台音
响，一部MP4，被开辟成了“嘻
哈以及街舞舞蹈培训场地”；在
广场的北侧，大面积地被开辟

成“跆拳道培训场地”。更有书
法培训班，让几名五周岁的孩
子身披迎宾彩带，来回走动。

在广场南侧，伴着高声调
的音乐，7名看上去十四五岁的
孩子激情演练，并引来了市民
的围观。“上周末时，广场上还
没有这么多人，音乐声音放得
太大了，锻炼走到这个地方感
觉挺吵。”市民张先生说。

不断播放的音乐也吸引了

不少在广场上玩的小朋友，他
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在人群
中开始“自创舞蹈”。音乐间隙，
培训班一位老师即兴表演了一
段舞蹈，表演时怪异的表情，吓
哭了一个附近玩耍的孩子。

“暑假班训练的时间，是每
天下午6点半到8点。”跆拳道培
训班的工作人员介绍，暑假班
学费为380元钱，每周有四节
课，还可以赠送学习双截棍。

“场地有限，而每年暑假报名的
学 生 较 多 ，只 能 到 广 场 上 训
练。”一名训练老师介绍。

在孩子们表演的过程中，
加入的市民不断增多，也赢得
了在场市民的不断赞赏。“让孩
子们在广场上训练，最重要的
还是做无形宣传。”学生刘潇的
妈妈告诉记者，去年她带刘潇
来广场玩时，看到同学在学跆
拳道，她给刘潇报了名。

7月6日，记者在德州市实
验小学报名现场发现，招生老
师会频频问起房产证、家庭住址
等信息，不断有未能报上名的情
况出现，不少家长在孩子被“审
讯”前，灌输孩子各种答案。

家住拖拉机厂宿舍的王女
士，今年彻底感受到孩子上小
学审查的严格。王女士和儿子
一家三口住在一起，按照学区
划分，孙子应该上德州市实验
小学。“老师去家里走访了两
次，第一次因为玩具的问题没

通过。”王女士说，招生老师头
一次走访时，王女士专门将屋
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孩子的
玩具归纳在纸箱里收好，结果
没通过。直到第二次走访时，招
生老师问到孩子长时间住在这
里，为什么一件玩具都没有，王
女士才明白原因。

据王女士说，无房证明的
孩子会查得特别严格，老师会
问孩子“奶奶的卫生间大还是
妈妈的卫生间大”之类的问题，
来套问家里是不是有其他房

产，这让王女士感慨万分。
孩子和老师谈话出来后，

便有家长围上去询问老师问了
什么，记者发现不少孩子被问
到家庭住址、有无其余房产等
问题，有些孩子回答不上来，差
点没有报上名。其余家长们“取
经”后，纷纷教给自己的孩子怎
样回答问题。

“你是2007年7月15日出生
的，记住了吗？”市民张女士正
在给孩子说出生日期。张女士说，
她听说一个孩子错把7月1日的生

日说成了11月1日，造成了不小的
麻烦，“每次孩子过生日，我就给
他买块蛋糕，从没给他说过生日
是哪天，他也不知道。”

“我当时也在实验小学上
学。”王女士回忆，50多年前，她
在德州市人民医院附近居住，
分到实验小学上学，报名时填
了张单子，写清家庭住址，就算
报名通过了。那时鼓励孩子上
学念书，招生老师也不问问题，
不像现在这样麻烦。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家访如临大敌 报名就像“过堂”

格特写

各种班 暑假刚到，在德州城区内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蜂拥而至。7月7日，在新湖公园文化宫的
门口，张贴着几十种补习项目吸引家长、孩子们的目光。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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