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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小小学学报报名名火火爆爆，，家家长长凌凌晨晨排排队队
符合条件的儿童均可顺利入学不必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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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院院区区：：德德州州市市天天衢衢东东路路11116655号号市市中中医医院院一一楼楼康康复复医医学学科科
咨咨询询电电话话：：00553344--22772255007700
西西院院区区：：德德州州市市东东方方红红路路446611号号市市中中医医院院

一一楼楼针针灸灸科科，，咨咨询询电电话话：：22222200550077
二二楼楼皮皮肤肤科科，，咨咨询询电电话话：：22222200552222
三三楼楼小小儿儿科科，，咨咨询询电电话话：：22222200551133

第第一一次次贴贴敷敷：：77月月22日日——77月月1111日日((伏伏前前加加强强))；；

第第二二次次贴贴敷敷：：77月月1122日日——77月月2211日日((初初伏伏))；；

第第三三次次贴贴敷敷：：77月月2222日日——77月月3300日日((中中伏伏))；；

第第四四次次贴贴敷敷：：77月月3311日日——88月月1100日日((中中伏伏加加强强))；；

第第五五次次贴贴敷敷：：88月月1111日日——88月月2200日日((末末伏伏))

开开展展冬冬病病夏夏治治““三三伏伏贴贴””贴贴敷敷疗疗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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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中医院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刘潇 )
7月8日-9日，是德城区各小

学一年级入学报名时间，作为孩
子进入小学的一个关键点，不少
家长因担心孩子报不上名，当日
凌晨便前往所在学区小学排队。
学校工作人员表示，家长这样做
完全没必要，只要是学区内符合
条件的适龄儿童，均可顺利入
学。

上午8时，记者在实验小学看
到，教学楼前上百个家长在等候，
还有一些家长在校门口询问着报
名需要携带的证件，维持秩序的
保安充当起“临时顾问”，耐心解
答问题。现场工作人员不时提醒
家长不要太着急，周六周日两天
时间都可以报名，不用扎堆。

“估计今天上午报不上了。”
家住金紫荆小区的孟先生一脸焦
急，他说为了给孩子报名，家里的
老人从凌晨五点就搬着马扎，一
直等候在校门口，可惜报名的人
太多了,最早的家长，凌晨一点就
来排队了。

邵女士说，她家住在东方明
珠小区，最近天气热，担心排队晚
了会让孩子晒着，因此早晨7点，
家中老人就起床赶来“占位”，等
学校开门时，她又抱着二孩、领着
大孩赶来报名，“来到后发现出生
证明忘记带了，幸亏全家‘齐上
阵’，可以及时去拿。”

为此，德州市实验小学的工
作人员说，家长们不必太早来校
排队报名，因为只要在学区内且
材料准备齐全，都可以顺利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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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日是德城区小学入学报名
的第一天，一大早，家住德兴路的张
女士赶到学校排队报名。房产证、户
口本原件以及各种复印件一同交给
招生老师审核时，招生老师询问到张
女士。“你这个房产证是你的名字，可
你这户口本上怎么没有你的名字？你
和户主是什么关系？”虽然都是同一
个地址，但房产证名字是张女士，户
口本的户主却是张女士的儿子。

“房产证和户口本名字不符，儿
子没有房产又不是独生子女，就需要
去派出所开证明，证实户口本户主和
所属房产证户主我们之间的母子关
系。”张女士称，但派出所解释说，国
家不允许开具母子证明。

针对张女士这样的情况，德城区

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解释，
2017年德城区招生政策审核有规定，
适龄儿童具有德城区户籍，其监护人
确无实际住房，长期随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居住，且三代户口同在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住址地，要求按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住址入学的，以祖辈房产位置
为准。监护人须提供房屋管理部门出
具的在德州中心城区无住房证明。

“全区有很多人和张女士一样，房产
是老人的，但老人户口不在这栋房子
上，房产上的户口只有儿女和孙子，
遇到这种情况，家长需要按照上述的
政策去办理，如果老人的户口没有迁
过来，有的学校可能会要求开‘父子’

‘母子’证明。”
本报记者 朱迎雪

房产证和户口本名字不符，咋报名？

7月8日，记者在德州实验小学报
名现场发现，招生老师会频频问起孩
子，家庭住址、房产证等不同信息，还
会现场出考题、背古诗，一次报名弄得
全家都紧张。

家住宏利宿舍的胡女士，她的孩
子按照学区划分，正好在实验小学就
读。她告诉记者，她刚带孩子完成报
名，这也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小学报名
的紧张，现场不仅会被问到各种各样
的问题，还会有一些测试。

旁边的家长一听，赶紧跑来取经，

并且第一时间灌输孩子各种答案。
“你是哪一天出生的，记住了吗？”市
民张女士正在给孩子说出生日期。
张女士说，她听说一个孩子说错了
自己的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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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访对于家长而言更是如临大
敌。这次张先生带着儿子前来报名，他
说，几天前，老师曾经去他家家访，过
程中，老师不仅翻开衣橱，查看其中是

否有孩子的衣服，还会问孩子一些特
殊问题，比如：妈妈给你买的玩具在哪
里？妈妈的卫生间大还是奶奶的卫生
间大？

刘女士称，她的孩子正在实验小
学读二年级，小学报名前后，学校一般
要经过三次家访，一般无房证明的孩
子会查得特别严格。第一次去时查玩
具，第二次去查衣服，第三次去问问
题、查证件，“而且每次都突然袭击，让
人非常紧张。”刘女士笑着说。

本报记者 刘潇

现现场场出出““考考题题””全全家家都都紧紧张张

葛 花絮
8日上午,在实验小学家长排队给孩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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