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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孩孩子子能能进进名名校校家家长长彻彻夜夜排排队队
城区文轩中学招生一半通过摇号引来数万家长，报名现场火爆前所未有

受今年“小升初”政策变化影响，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最热闹的莫过于城区各个中小学报名现场。继公办小学、
初中4日火爆排队报名之后，5日又有数万人潮涌进聊城文轩中学。

4日下午的一阵急雨，并
未能浇灭学生家长们让孩子
到文轩中学上初中的热情，
早在急雨降下来之前就有家
长赶到文轩中学本部排队，
随着夜色降临急雨也变成了
淅淅沥沥的小雨，夜幕及雨
幕中陆续有越来越多的学生
家长或打伞、或身穿雨衣聚
集到现场。到5日拂晓，文轩
中学周围已经是人山人海，
现场还多次出现因排队次序
导致的纠纷。上班后，随着文

轩中学打开校门，学生家长
随即潮涌进教学楼后的操场
上，时间不长偌大的操场上
已经是人山人海。据现场的
学生家长估计，最多的时候
一度得有三四万人。

按照对外发布的招生报
名须知，文轩中学一共有3个
校区对外招生，三个校区分
别报名。其中，本部全部招收
走读制学生，计划招收20个
班、1000人；西校招收寄宿制
学生，计划是10个班、500人。

另外，高新区分校还设有12
个班，走读制、寄宿制学生都
收，将招收12个班、600人。

这也就是说，5日上午潮
涌进本部的数万学生家长都
是奔着那1000人的招生计划
去的。由于报名时间还未结
束，文轩中学并未对外宣布本
部当天共有多少人报名，但相
关负责人表示直到6日下午总
的报名人数也不会超过万人，
报名首日现场拥堵是因为去
的学生家长比较多。

现场直击>> 先是彻夜排队，后是潮涌报名

来自临清的学生家长常
先生是4日中午时分赶到聊城
的，等匆匆吃了一口饭赶到文
轩中学时发现自己还不是最
早的，现场已经有众多学生家
长聚集了。

据常先生介绍，孩子本来
在临清一所农村小学上学，按
照当前的划片招生政策，初中
也将要到镇上的中学上。最初
他也想将孩子送到文轩、东昌
等名校上初中，可又没有精力
提前做准备，如果还是按照往
年的考试的方式，孩子肯定考

不上文轩或东昌中学。就当其
准备让孩子按部就班，按照划
片到镇上的初中上学时，却突
然听到政策发生了变化，文
轩、东昌等学校将有一半学生
采取摇号的方式录取。

“听到这个消息，我意识
到孩子或许有了一个不错的
机会。”常先生说，无论是面谈
还是摇号，只要不再是传统意
义上的“做卷子”，他家孩子的
机会都不会比其他人少。“特
别是摇号，谁能知道最后能摇
到谁。”

在报名现场，持常先生观
点的学生家长还有很多，很多
人甚至是抱着“撞大运”的态
度。据另外一位从东阿赶来的
学生家长于女士介绍，往常或
许还不敢考虑让孩子到聊城来
上文轩，如今既然有了公平争
取的机会那就要搏一搏。来自
冠县的钱先生来之前本来是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等他一看到
现场人群，底气立即就足了。据
其介绍，既然大家都在这里排
队，说明都意识到机会来了，因
此怎么着也得争取争取。

家长观点>> 既然有了机会，那就要搏一把

4日是城区各公办小学、初
中新生招生报名第一天，几乎
在每个学校门口都排满了长长
的队伍，有的热门学校门前还
出现了头天晚上就有彻夜排队
的现象。

按照东昌府区教育部门的
安排，7月4日-8日招收招生范
围内常驻户籍的和进城经商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材料完备
的适龄儿童。具体实施过程中，
有的学校还进行了细化，这个
时间段的头两天先招收常驻户
籍的，后两天再招收进城经商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材料完
备的适龄儿童。

无论什么情况，在各个小
学门前总能看到一些按照进城
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情况报
名的学生家长，准备的材料不
完备。按照规定，东昌府区户籍
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
暂住地辖区内的公办学校就

读，须同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是监护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含纳税证明)或正式的劳动合
同证明(含劳动保险证明)；二是
监护人在城区的房产证或城区
内房屋租赁合同。非东昌府区
户籍学生来东昌府区就读，除
了需要提供以上二项证明材料
外，还需提供公安部门签发的
居住期一年以上的居住证及户
籍所在地户口本。

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中，一
种是光有劳动合同证明却拿不
出来劳动保险证明，另一种是
非东昌府区户籍的学生提供不
出来居住期一年以上的居住
证。对此，有学生家长介绍说，
这两种材料对于很多人都是

“门槛”，这是因为很多务工人
员根本没有交劳动保险，更不
要说办居住证，如今赶到眼前
再办也来不及了。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小学报名不少随迁子女资料不全

对于政策变化导致家长
扎堆让孩子上所谓“名校”的
行为，业内人士并不持赞成态
度，认为就算“撞到大运”挤了
进去也未必是好事。

据教育部门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文轩中学多年来
一直采取的是考试录取新生，
招收到的基本都是基础较好
的学生，教学模式、教学进度
等也都是围绕着这些学生开

展的，如今转变招生方式后，
招收的学生势必基础不一样，
如果再按照往年的模式进行
教学，有的学生肯定会吃不
消。

城区一位长期从事中学
教育的公办学校负责人则分
析说，文轩中学很可能也会改
变以往的教育模式，因为初一
新生的基础不一致，势必不会
将这些新生“一锅烩”了，或者

在分班的时候有所区别，或者
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侧重。如此
一来，其以往的优势对一些学
生来说未必还能发挥出来。

更何况对于一些来自聊
城城区之外的学生来说，还有
考虑吃住等问题，如果是去了
有寄宿条件的学校或校区还
好，可如今进了纯走读制的学
校或校区，还得租房子陪读的
话那样成本就大了。

专家说法>> 就算挤进好学校，未必就是好事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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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的报名现场。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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