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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长通宵排队给孩子报小学
城区各小学 4 日起开始接受报名，不少学校前排起长队

本报聊城 7 月 4 日讯(记者 陈洋
洋) 3 日晚上，城区新建的阿尔卡迪
亚小学一年级报名，百余家长通宵排
队，排到 4 日早上一共排了 300 多人。
记者了解到，4 日,城区各小学一年级
开始招生，在不少学校门口和报名处，
前来给孩子报名的家长都排起长队。

“我 3 日中午 12 点就来了，一定得
给孩子报上名。”4 日凌晨，在城区新建
的阿尔卡迪亚小学门外，一名家长说，
这个学校 4 日早上开始接受一年级报
名，但是 3 日中午就有几个家长在学校
门外等着了，到 4 日凌晨 1 点时，已经
排到近 100 号，早上 7 点多排到 280 多
号。记者在学校门口看见，家长从学校

门口沿墙排着，大多数人都带了凳子、
凉席或被子，有的甚至直接躺在校门口
睡觉，一些人坐在凳子上睡着了。

在排队的家长中，有不少是六七十
岁的老人。“孩子家长还得上班，我来帮
他排，现在上学真不容易啊。”70 多岁
的刘先生说，他是给孙子报名的，3 日
晚上他没吃饭就拿着凳子来排队了。在
排队现场，不少老人坐在凳子上睡着
了，有的老人骑车子 10 多里路来报名。
在排队现场，一名家长掏出一个本子，
作为排号本，有新来的家长，大家都会
喊他过来写号，如果有人插队，会遭到
其他家长的谴责。

4 日上午 8 点，该校正式接受报名，

排号迅速增长到 310 多号，家长出现拥
挤，该校安排了四五名老师和保安维持
秩序，进校前先要进行“初选”，值班老师
现场检查户口本等各种证件，证件不合
格或者不在片区的在“初选”中就淘汰
掉。一些家长等了一夜得知不符合报名
条件，哭着求老师给个机会，有的跟现场
工作人员吵起来，要求现场给个说法。

据了解，4 日，城区北顺小学、兴华
路小学等各小学一年级开始招生，不少
学校门口排起长队，有的家长为了给孩
子争取更多机会，在多个小学之间赶场
报名。为了顺利招生，各学校也提前贴
出了报名公告，上面明确标注着报名时
间和要求。

“我们家在片区边沿上，能报名
吗？”“我的证件都盖章了，你说是伪造
的，拿出证据来？”4 日早上 8 点，阿尔
卡迪亚小学开始正式接受报名，有些家
长由于划片范围和证件与学校工作人
员发生争执。

“他们的片区说得很模糊，我们家
就是在路旁边，为什么不能报名。”不少
家长对工作人员的解释不满意，认为划
片模糊，学校也没给出严格的界限，同
一个小区的孩子，有的工作人员放进去
了，有的死活不让进，有的孩子户口同

时在两个学校的片区边沿上，被两个学
校都拒绝了，直接掉进了“真空”地带。
学校表示，再研究一下，让回头另找时
间再来报名。一名家长表示，他家在监
狱附近的光岳路上，就在这个片区，但
这几年修路了，地方改成了光岳路，但
是以前的户口本上写的不是这个路名，
孩子也被拒绝了。

工作人员表示，不少排队家长由于
没弄清划片区域，有的则是证件没拿
全，导致辛苦排队之后未能给孩子报上
名。“只要是片区内的孩子符合条件都

能报上。”尽管工作人员对一些问题现
场解答不清楚，但是他们对家长强调，
只要是片区内的孩子一定能报名。

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东昌府区
中小学招生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的
划片招生政策，城区中小学划片招生范
围由区教育局确定,确保适龄儿童少年
全部就近入学。在确定的小学划片招生
范围中,共涉及实验小学、柳泉小学等
23 所小学,其中包括今年新建设的怡
景小学(并入振兴路小学)。

本报记者 陈洋洋

◎头条延伸

划片范围和证件有争议

不少孩子报名掉进“真空”地带

“快点快点，先别坐下，
先去占个号。”3 日晚上 23

点，30 多岁的家长刘先生
来到阿尔卡迪亚小学学校
门口的时候，前面已经排了
60 多个家长，有的已经在地
上铺上凉席睡起来了。他拿
着排号的本子，十分感慨。
这是他第三次通宵排队了。

他说他是通宵排队的
“老手”了，是受人所托来帮忙
排队的，一位女同事的老公长
期在外地，自己一个人带着孩
子，晚上半夜出来排队挺害怕
的。无奈之下，请他和单位另
外一名同事来帮忙排队。

2010 年，刘先生的儿
子该上幼儿园大班，那是他
第一次经历儿子的“上学大
战”。他为了给孩子在城区
一家小学下属的幼儿园报
名，凌晨起床排队。

2011 年，孩子该上小
学了，他以为不用排队了。
结果城区新建了一所小学，
也就是现在的阿尔卡迪亚
光明小学，他家被划片划在
了这所新小学，为了孩子上
学离家近，他又开始了排队。
这一次，他晚上 12 点之前就
来排队了，排了整整一夜。

本报记者 陈洋洋

一家长连续三年通宵排队

林女士是通宵排队的
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家长。

“老公长期在南方工作，孩
子上学的事我只能自己操
心。”林女士的孩子上学比
其他孩子经历了更多周折。

林女士结婚后一直和老
公在南方工作，孩子也在南方
的幼儿园读书，但是由于老公
工作调动频繁，孩子不得不一
次又一次的跟着换幼儿园，对
孩子的影响很大。为了孩子读
书，林女士做了一个重要决
定，从生活了十多年的南方回
到聊城，重新为孩子找地方读
书。

“我一个人带着他，回来
三年了。”林女士说，长期在外
地，她回来已经不太习惯家里
的生活，老公只能半年回来一
趟，她自己也吃了不少苦，但
是为了孩子读书，没有办法。

很多在现场排队的都
是全家轮岗，林女士一直一
个人坐在凳子上，一晚上她
几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默
默坐着打瞌睡。“孩子送到
亲戚家去了，放家里实在不
放心。”她说，她也没想到孩
子读书会这么困难，也没想
过还要通宵排队。

本报记者 陈洋洋

年轻妈妈独自给孩子报名

◎报名故事

家长排队现场。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家长在校门口外排起长队。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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