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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报名上学 家长半夜排队
今年学位吃紧，外来娃报名审查严格，不少人缺材料未能一次报成功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杨林

为了让孩子在青上小学，一新市民提前4年准备
报名材料。8日，市内三区外来娃报名，有家长半夜12

点排队。因需要备齐10多种证件，有家长因缺漏材料，
来回跑了三四趟才报上名。今年各区学位吃紧，工作
人员在审核材料时也尤其严格，不少家长栽在花名册
和居住证上。

5点开始排队拿到34号

最早的半夜12点就来了

8日早上8点30分，李沧区
第二实验小学门口，排着几十
名带孩子报名的家长。尽管此
前通知的是8点30分才开始接
受报名，但家长们早晨五六点
就过来排队了。

李沧区实验二小是李沧
1 6个外来娃报名点之一。今
年，该区每个报名点接受哪些
路段的外来娃报名，都有具体
划定。李沧区教体局工作人员

称，划定报名区域，是为了便
于报名工作，避免有的地方扎
推，有的地方人少。而外来娃
报名的点并非最终就读的学
校。通过报名的外来娃将根据
小学剩余学位情况来分配。

在市南，该区早六点半就
开始接受外来娃报名。因此，
家长有半夜 1 2点来排队的。

“我早晨五点钟来的，结果排
在了34号。”8日上午6点，在燕

儿岛路一小报名点，老家在
平度的吕先生说，为了让女
儿多休息一会，他先早起来
领号，拿到号后又回家把女
儿接到报名点。据燕儿岛路
一小工作人员介绍，8日凌晨
两点，就已经有家长来学校
门口排队，工作人员给这些
家长发放了序号后，还劝家
长回去休息再回来，不少家
长还是不愿离开。

现
场

家长提前4年准备材料

咨询不下100个“过来人”

在李沧实验二小门口，有
部分家长因为材料不齐全而
被“挡”在门外，也有家长忙着
去复印或者补办一些材料，也
有家长跑了两趟就顺利给孩
子报上了名。顺利报上名的家
长，基本都是提前好几年开始
准备相关材料。

“我4点就起来了，证件都
准备齐全了。结果这边的老师
说按照我住的地址，我应该到
惠水路小学报名。”8日上午9

点，雒仁祥拉着孩子急匆匆地
走出李沧区实验二小。雒仁祥
老家在即墨，2001年就来到青
岛，做小生意。儿子3岁时，他
就决定要让孩子在青岛上小
学。“这不我提前4年就上网查
资料，了解政策，准备材料，营
业执照呀，租房合同、居住证
这些早就备齐了。”雒仁祥说。
因为要到惠水路小学报名点
去报名，雒仁祥又赶紧带着孩
子过去。下午3点，记者再次联

系雒仁祥。“报上了，可算解决
了一桩大心事。”电话那头，雒
仁祥高兴地说。

来自临沂的陈女士也为
孩子上学的事儿早就开始“做
功课”。8日上午10点，工作人员
检查陈女士的所有证件，除了
一个证件需要复印外，其他的
都通过审查。“我也是从今年3

月就开始准备报名材料，向不
下100个人打听过报名材料的
事儿。”陈女士说。

报
名

避假证要看完税证明

三区材料审核都很严

“太不容易了，我这跑了
三趟了，刚回去把购房发票
找出来了。”因为天热，家长
刘女士一边扇着风，一边感
慨。刘女士老家在胶州，十年
前就在李沧买了房子，但户
口一直没迁过来。8日报名当
天，刘女士带着房产证和其
他证件就过来了，但到现场
才知道需要提供购房发票。

“我房子都买了10年了，发票
都皱了，不过还好找到了。”

刘女士觉得庆幸。
今年李沧区要求，新市

民在青买了房，不仅要带房
产证，还要出示发票或完税
证明。“这是为了防止假证。”
李沧区教体局教育科工作人
员张伟说，近几年，他们在报
名 时 收 到 了 一 些 假 的 房 产
证，负责审核的老师不具备
鉴别类似证件的专业知识，
因此才提出这个要求。不少
家长来到报名点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纷纷赶到房产交易
中心。一位刚从房产交易中
心回来的家长说，办理窗口
前排出了两列长队。

市南、市北审查外来务
工子女报名材料也很严格。

“我们也理解家长的心情，但
有的家长造假证来报名，如
果不严格审查，对其他有正
规证件的家长来说就是不公
平。”李沧区教体局一名负责
人解释。

把
关

花名册、居住证成“拦路虎”

居住证不满一年还需暂住证帮忙

据了解，今年李沧区外来
娃报名所需材料为：原籍户口
簿、父母一方在李沧区满一年
的劳动合同或者工商营业执
照、人社局审批的正规文本和
经人社局验印的招用人员花
名册、居住证、房产证或者在
李沧区满一年的房屋租赁许
可证、儿童健康手册。不少五
六点起来排队的家长，因为没
有花名册和居住证而无法通
过报名初审。

“我从过了春节就开始准
备，没想到还是落了一个花名

册。”因为材料不符合要求，老
家曲阜的史先生不停地叹气。

记者采访得知，不少孩子
未通过初审，就是栽在花名册
上。居住证也成了报名“拦路
虎”。“以前报纸上发布的招生
公告一字不落地看过，结果还
是落了暂住证。”家长张玉兵
说，按照市南的要求，今年报
名须持有市南公安部门核发
的“青岛市市南区居住证”。但
他到了报名现场发现，家长的
居住证需要一年以上，而居住
证今年1月才统一发放，根本

达不到一年的要求，只能需要
暂住证来证明已经在市南居
住一年以上，但携带暂住证公
告里没有说。

被暂住证绊住的不止一
个人。“幸亏没把暂住证扔了，
不然孩子怎么报名。”辗转5个
小时后，王先生终于给孩子报
上了名。他告诉记者，今年暂
住证换居住证以后，身边有的
人觉得暂住证没用了，也没有
妥善保存甚至扔了。结果居住
证不能证明居住满一年，还得
需要暂住证帮忙。

问
题

今年逢生肖大年，金
猪宝宝扎堆。本学区户籍
儿童明显增多。据市教育
局数据统计，今年市内三
区17600人，比去年增加
1500人。除了本地户籍学
生，外来务工子女人数同
样在增多。

根据市教育局的统
计，2006年青岛义务教育
段外来务工子女人数为
6 . 28万。到2011年，外来娃
人数达12 . 3万，5年翻了一

番。外来务工人员聚集较
多的李沧区，去年外来娃
在全区中小学的比例占
到45%。今年，这个数字还
在增长。

在李沧区书院路小
学，截至 8日上午，已有
200余名学生报名，相当
于去年全天的人数。校长
姜远忠估计，今年，全天
报名人数将达到350余人
左右，比去年多出120多
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

在李沧区惠水路小学等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报名点。

截至8日下午6点，外
来务工子女入学报名工
作结束，具体的报名人数
还没有统计出来，但记者
从市内三区教体局了解
到，今年的报名人数肯定
要超过去年。客观上来说，
学位相对固定，但本地户
籍学生增多，这意味着外
来娃入学竞争更激烈。

人数年年增

学位咋保证
面对外来娃入学难问题，岛城加大教育投入，挖掘新学位

创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示范点，带动李沧计生工作上水平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模式，从解剖重点区域入
手，研究不同的管理方
法，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
示范点的创建带动全区

工作上水平；完善网格化
管理，加强对拆迁社区流
动人口的管理，定期开展
流动人口清理清查，及时
更新基础信息，减少漏管
现象；加大职能部门间配

合，探索与职能部门间在
联合清查流动人口、信息
资源共享、联合宣传等方
面的长效机制，做好流动
人口管理服务区内“一盘
棋”工作。

●

8日，在燕儿岛路一小，家长们正在咨询报名事宜。 杨林 摄

本报记者 李珍梅

人数越来越多，证件越来越复杂，外来娃上学连年喊累。今年逢
生肖大年，金猪宝宝扎堆抢学位，使得外来娃入学难问题愈加突出。
面对安置外来娃和学位吃紧的两难，教育部门也喊“压力大”。

人数五年翻一番，外来娃入学难上难

据了解，近几年来，
岛城外来务工子女人数
逐渐增长。安置外来娃与
学位吃紧的矛盾也一直
存。而今年本地户籍学生
数量为近年来最高，因此
矛盾更为突出。

据市教育局基教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04

年开始，青岛取消外来
务 工 子 女 入 学 的 借 读

费，符合条件的外来娃
可免费入学，这一优惠
政策使得每年入学的外
来娃人数逐年递增。“这
本是一个惠民措施，但
人数增长有点猛，现在
几乎成了一个包袱。”这
位负责人说。

面对外来务工子女
安置与学位紧张的矛盾，
教育部门也“大吐苦水”。

“孩子没报上名家长觉得
很委屈，但反过来想想，
我们的承受能力和容纳
度是有限的。”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坦言，外来务
工子女增多就牵扯到校
舍和师资的扩大。为了最
大限度地安置符合条件
的外来娃，前几年一些学
校挖掘学位，专用教室都
被占了。

学位吃紧矛盾突出，专用教室被挤占

相关负责人说，一方
面要最大限度安排符合
条件的学生，另一方面，
现有的学位是有限的。而
且近年来省教育厅严格
要求小学班级人数控制
在45人。“所以说，我们也
有难处。但问题存在我们
也不能逃避，我们一直在
努力。”负责人说，每年他
们都会向政府提交新建

学校的建议。
这位负责人称，建学

校不是教育一个部门就
能解决的事，它需要政府
统筹规划，需要多部门配
合。近年来，青岛不断加
大教育投入，加大力度建
学校，增强师资。但这都
需要一个过程。

如外来娃就读人数
较多的李沧区，该区近年

来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优
化办学条件。今年该区将
有6所新建学校完成主体
施工，明年就能启用部分
新校。这将缓解外来娃上
学压力。市北区教育局副
局长战志蛟说，新市北区
东西南北不均衡，他们将
调动资源，内部挖潜学位，
增聘老师，保证每个符合
条件的孩子都有学上。

规划先行，部分区市已下力气建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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