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7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张园园 组版：皇甫海丽

C05
今日菏泽

菏泽市民多不了解学区划分
律师称“学区房陷阱”开发商应担责任，教育部门应及时公布学区划分
本报记者 崔如坤

“要是知道房子不在菏泽
市实验小学学区内，当初一定
不买这儿的房子！”11日下午，
菏泽奥林花园南区的沈先生向
记者抱怨，当初对学区的划分
不了解，加之听信开发商的广
告，“就想当然地以为距离菏泽

市实验小学近，将来孩子就应
该到这所学校就读”。但没想
到，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却因不
在市实验小学学区内无法入
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其他
业主多和沈先生的一样，对学

区划分“丝毫不了解，也不知
情”，也未主动到有关部门咨
询，稀里糊涂买下所谓的重点
校“学区房”。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多位
打算购房的市民，他们表示对
学区划分情况不了解，对开发

商宣传的商品房为某学校学区
房，他们通常会根据商品房距
开发商承诺的学校远近来作出
判断。“如果提前知道学区的划
分就能减小被骗的可能。”市民
王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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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律师张保生表示，根据《山东省义
务教育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
当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
况，合理确定每所学校接收学生的区
域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学校应当按
照规定接收学生，并公布接收情况。

“教育部门如果能够及时地向社
会公布学区划分情况，能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市民避免落入‘陷阱’。”张保
生告诉记者，除了教育部门的及时公
布之外，要求开发商将学区承诺写进
购房合同，也可及时维权，“最好在合
同中写明万一不是开发商承诺的学
校，开发商得付什么样的责任，给什
么样的赔偿。”

同时，据其介绍，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第
三条的有关规定，“即使这样的说明
和允诺未写进进购房合同，也应当视
为合同内容，开发商违反的，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张保生说，市民买到山
寨学区房可据此维权。

律师说法：
开发商应承担违约责任

教育部门应及时公布学区

市民：多不了解学区划分，常根据空间距离判断

“不可能以学校为中心画
圆。以菏泽市实验小学为例，市
委市政府附近没有小学，为保
证该区域适龄儿童入学，故市
实验小学学区向北延伸较多，
而市实验小学以南多为新建小
区，原有学区范围内的生源饱
和，即使新建小区位置上距该
校 近，也 不 一 定 就 在 这 个 学

区。”谈到学区划分依据，菏泽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段方
运解释，学区划分是按照就近
原则划片，但还要综合分析学
校规模、学校布局情况以及学
校周边人口分布情况等因素，

“不一定是离哪个学校近就上
哪个学校。”

“2009年划分学区时，我们

深入到社区去调查人口分布等
情况。”如何根据划分依据具体
操作段方运说，根据学区划分
依据，教育工作人员会深入调
查开工建设小区情况、统计人
口分布情况等，以为科学划分
学区提供依据，根据变化适时
调整，“学区划分后一般会按照
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提
高公众对学区划分的知情度，
减小购房者被开放商所谓‘学
区房’忽悠的可能。”针对市民
对学区划分多不了解，通常以
空间距离判断是否在一学校学
区内的情况，段方运如此解释。

教育部门：学区划分不可能以学校为中心画圆

现在，上学的孩子在过暑假，而到学龄孩子的家长则在这个暑假开始为孩子们上学做准备了。但，在孩子要
入学时才发现原本不惜花更多金钱购买的重点校“学区房”并不在重点校学区内，孩子无法进入重点学校就读。

近日，菏泽奥林花园南区的业主遇到了这样的闹心事。无独有偶，前不久，单县绿洲湾花园小区的业主也是
为买到不在学区的“学区房”烦心。如何得知自己买的房子手否在中意学校的学区内？如何避免落入“陷阱”？记者
咨询了菏泽教育部门及法律人士。

没有固定投放点，菏泽李娥村垃圾“成灾”，居民苦不堪言

“学校附近也堆满了垃圾”
本报记者 邢孟

由于没有固定垃圾投放点，村民只好将生活垃圾和
建筑垃圾就近扔到村里闲置的空地上或通往村外小路的
路边。多年来，由于无人清运垃圾，李娥村内的垃圾堆数
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而每每提及村中的垃圾，李
峨村村民都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村里没有垃圾投放点，现在
垃圾都成灾了。”村民李先生提起
村里的垃圾就头疼，李先生说，村
里垃圾太多，但一直无人清理，由
于正值盛夏，气温又高，成堆的垃
圾不仅招引蚊虫还散发着阵阵恶
臭，实在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11日下午，记者沿着村子西侧

一条小路往村里走，只见小路的北
侧是一片空地，上面杂草丛生，杂草
下面都是成堆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由于夏季杂草茂盛，大部分垃圾
被遮住，但仍能看出这里是一个大
的垃圾场，而就在这座垃圾场旁边，
就有一所小学。更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学校的东侧围墙外又是一片垃

圾堆。这个垃圾堆大部分都是生活
垃圾，里侧还有一条臭水沟。

“原本这沟里都是活水，能随
即将少量垃圾冲走，但后来随着
垃圾的量越来越大，沟被堵死，才
成了臭水沟。”一位李姓村民说。
住在垃圾堆对面的居民除了忍受
脏乱的环境，还不敢开窗。

据了解，李娥村位于城乡结
合部，是一个有着2000多口人的
自然村，多年来，村里一直没有固
定的垃圾投放点，随着人口的增
加，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又一直无
人清理便形成了如今的情况。

牡丹区西城办事处李娥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振江告诉记者，最
好是和与环卫部门结合，设立垃
圾固定投放点，由环卫部门派人
负责定期清扫李娥村的生活垃
圾，“由于社区资金有限，一直无
法和环卫部门对接”。此外也可由
社区自己派人清理垃圾，送往环

卫部门处理，但费用更高。
李振江说，虽然社区没有和

环卫部门对接，但逢年逢节社区
也出钱进行清理，无奈，垃圾产生
的速度太快。“而且关于垃圾清理
的专项拨款也一直未拨划，李娥
村的垃圾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

社区负责人称想清理但苦于无费用

村内垃圾成灾，居民苦不堪言

菏泽李娥村垃圾“成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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