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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候候鸟鸟””栖栖在在鸢鸢都都

进进进城城城务务务工工工者者者子子子女女女上上上学学学不不不再再再难难难
本报记者 韩杰杰

以前，临
近开学，留守
儿童与父母度
过短暂的团聚
时光后，又像

候鸟一样返回家乡，迎接新
学期。尽管不愿与父母分离，
但是家乡之外的那个城市，
入学门槛总是那么高。

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候
鸟”飞进了潍坊的公办学校，
扎了根。可喜的变化源于潍
坊对外来务工者子女上学

“零障碍”所做的努力：学杂
费全免，借读费取消，跟本地
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确保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
阶段入学率 1 0 0%……十年
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
由难入简，发生了巨大变化。

“

2003年，潍坊实施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
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基础
教育工作的意见》。意
见明确了外来务工就业
人员子女接受基础教育
的具体规定，指出公办
中小学校不得拒收居住

地在本校招生区域内的
城市外来务工就业人员
子女入学。不得收取省
定有关收费项目以外的
费用，不得超省定标准
收费。

2007年4月，潍坊
实施《关于进一步做好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
教育工作的通知》。通
知提出，对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上学提供保障，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
到100%。各县市区教
育局和各中小学要维护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正
当权益，在评优、奖
励、升学、困难学生救
助等各方面与城市学生
同等对待，不得收取省
定有关收费项目以外的
费用。

2008年秋开始，对
于符合相关规定的进城
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将统筹安排在就近的公
办学校就读，免除学杂
费，不收借读费。

相关链接

在在青青年年路路小小学学，，外外来来务务工工人人员员子子女女有有550000多多
人人，，所所占占比比例例达达八八成成以以上上。。

外外来来生生源源>>>> 从占比例3成增到8成
李国庆就职于潍城区青年

路小学已有33年，现任学校副书
记。这些年，学校的点滴变化，她
熟记于心。

她刚工作时，由于那时流动
人口不多，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居

民区及单位，外地借读的学生寥
寥无几。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员开始增
多，外地学生也多了起来。由于
学校离小商品城很近，附近做买
卖的人聚集，学校所招收的外地

学生较其他学校也多一些。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

那年，潍坊提出“确保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
达到100%”之后，或是务工人员
看到了政策的东风，那年，学校

迎来了一大批务工人员子女。
李国庆回忆，2007年之前，学

校的生源主要来自周边的文化
部门、园林部门、妇幼保健院及
部队军分区，那时进城务工者的
子女比例仅占三成。2010年前后，

学校统计，务工人员子女所占比
例就激增到了80%。

青年路小学的这种变化，是
众多公办学校的一个缩影。而这
些变化，源于潍坊对外来务工者
子女上学“零障碍”所做的努力。

入入学学门门槛槛>>>> 从严到松，从缴费到全免
在以前，对进城务工人员

来说，要为孩子办理公立学校
入校读书手续，总要为高门槛
难为一阵子。

2002年秋，张静将儿子从吉
林老家带了过来，与在潍坊打
工已有两年的丈夫团圆。来潍
坊的半年前，他丈夫就开始为
孩子入学而忙碌，需要准备的
手续先提前备下。经过暑假，

他的孩子将升入初中，在潍坊
上公立学校需要什么证明，他
一样样地备着：孩子的小学毕
业证、户口证明、借读证明，
他跟妻子的身份证明、工作证
明、居住证明，还有婚育证
明、预防接种证明等林林总总
的不下十个。

手续备全了，开始跑学
校。升学率高的初中，划片招

生名额就已经非常满，没有多
余的能力再招收外地学生。在
家周边跑了三所学校，最终托
关系才插了进去。

她回忆，当时读小学，一
学期借读费是300元，初中是400

元。她算是幸运的，她一位朋
友，被一些入学条件给卡住
了，想交借读费都找不到地方
交。最后，读了私立学校，一

个学期费用就一千多。
而如今，对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上学，是“来一个收一
个”。“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子
女，学校不设门槛，并抱着欢
迎的态度。”李国庆说。

对孩子的入学问题，在潍
坊工作的辽宁人刘秀丽“根本
没担心”。2012年9月1日，她儿
子入读青年路小学，插班五年

级，入读过程特别顺利。

“ 孩 子 入 学 根 本 没 操

心。”她爽朗地笑着说，只要

在这边有固定的住所，有工作

劳动合同，有暂住证，孩子就

能在这里上学。现在政策好，

孩子不仅入学容易，学杂费、

借读费也都没有，跟当地的孩

子享受同等待遇，她很省心。

以前，进城务工人员孩子的
学校生活跟当地家庭的孩子不
大一样。

他们口音不同，生活习惯不
同，上学需要交借读费，是别人
眼中的借读生，甚至在评优、补
助等方面，也享受不到本地孩子
的待遇。

而如今，借政策东风，不仅

务工人员子女上学不用再交借
读费，并规定在评优、奖励、升
学、困难学生救助等各方面与城
市学生同等对待。

“学校对所有孩子都是一个
标准。”青年路小学副书记李
国庆介绍，而且考虑到务工人
员工作不太稳定等原因，学校
对务工人员的孩子还特别关

注。针对务工人员经济可能不
稳定的情况，学校构建了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制度，
并设立“爱心基金会”，切实
解决学生的困难，并对救助采
取保密的方式，避免孩子产生
自卑心理。针对务工人员工作
较忙、可能无暇顾及孩子教育
的情况，学校创新家长导师制

度，合理开发家庭教育资源，并
成立“家长委员会”。针对外地孩
子可能短时间难以融入当地生
活的情况，学校心理咨询室定期
举行活动，组织学生谈心。

谈起务工人员子女增多所
带来的变化，李国庆介绍，由
于孩子们来自天南地北，学校
的氛围也格外活泼。每次长假

回来，学校第一课就是“口音
课”，因为孩子回老家都带着
乡音回来了。像写作文，写
《我的家乡》，孩子们说起各
自的家乡就特别来劲。经过不
同文化的撞击，她发现，务工
人员子女较多的班级，孩子们
的眼界都比较开阔，人际交往
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求求学学生生活活>>>> 从“不大一样”到“平等就学”

针针对对务务工工人人员员工工作作较较忙忙、、可可能能无无暇暇顾顾及及孩孩子子教教育育的的情情况况，，青青
年年路路小小学学创创新新家家长长导导师师制制度度，，合合理理开开发发家家庭庭教教育育资资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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