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区范围公示第二天，济南
二手房市场就起了连锁反应。之前一些不明确学区的房
子现在有了明确的学区，有些普通房变成学区房，学区变
化，择校现象是否会随之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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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进一步压缩，择校今 后会更难
一旦签协议身份难改变，择校生考高中压力大
本报记者 李飞 喻雯 陈玮 实习生 宋真真 刘瑜

为了不择校

想买学区房
21日，济南学区集中公示第二

天，不少一直在观望的市民重新开
始到中介看房子，学区确定了，买房
有目标了，学区房依然是青睐对象。

“原来一些新建商品房学区不
明确，不同的房主有不同的说法，学
校方面又说不建议通过买房来选择
学校，所以很多买主都不敢买，学区
定下来以后，来看房的陆续多了。”
21日上午，燕子山路一家房产中介
负责人介绍。

家住华龙路的孙女士在一个月
前就开始看房子，但是迟迟没有出
手，在确定了燕山小学的学区范围
后，她终于出手了，决定买一套三四
十平米的小户型，方便孩子上学。齐
鲁楼市不动产燕山店负责人介绍，
目前学区房小户型卖得最快。

虽然学区房划分刚刚确定，但
学区的整体扩大已经使部分新增的
学区房房主打算涨价了。“文化东路
的一家安装公司宿舍在学区划分之
前一直属于文东小学学区，该宿舍
四楼的一位房主之前的定价一直是
52万元，现在房主听说划到燕山小
学学区以后，马上就考虑加价。”燕
子山路大鹏房产负责人告诉记者。

甸柳片区的中国银行宿舍原本
学区划分不明，现在明确划分到了
甸柳一小，成了学区房，身价立马不
一样了。“20日晚上，房主王先生打
来电话，说房子现在是学区房了，要
把原本105万元的定价上涨5万元。”
齐鲁楼市展宏甸柳加盟店中介杨经
理告诉记者。

看重不一样

择校难降温
记者了解到，本次学区公示后，

仍有不少市民对所划学区不满意，
他们依然打算择校，为孩子选择理
想学校。

学区公示当天，在济南市胜利
大街小学门口，不少人在关注学校
公示的学区示意图，市民苏先生说，
孩子在上幼儿园，明年就要上一年
级了，今年胜利大街小学公布的学
区，依然不包括自己的小区。“考虑
到孩子上学离这里近而且方便，学
校也不错，打算让孩子择校。”

在南上山街小学门口，市民李
先生也称，他家现在不是学区房，三
四年以后孩子上学时，如果还不是
学区房，会就近择校让孩子上学。

有类似想法的市民还有不少。
市民赵先生住在堤口路与纬十二路
交叉口一宿舍，今年孩子到了上学
年龄，由于博文小学离家最近，一直
认为孩子能到博文小学就读。3月20
日，济南市公示学区划分图后，赵先
生傻了眼，没想到自己住的宿舍划
到了离家较远的交校路小学。

“从家到交校路小学，要比
到博文小学远很多，以后孩子
自己上学，安全是个大问题。”
赵先生说，“虽然择校费很贵，
但是为了孩子，还是想试试，堤
口路小学或博文小学都在考虑
范围内。”

同样，学区公示后，市民李
女士所居住的园丁小区被划在
另一小学学区范围内，然而她
并不开心。“虽然孩子有学可
上，但对这个学校不满意，我想
让孩子去更好的学校就读。”

李女士表示，好的学校老师
水平高，教学质量也有保证。“路
上虽然不方便，但可以克服。不能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名额压缩

择校越来越难
“本次学区公示后，各学校

将进一步压缩择校生名额，优
先保证学区内生源，可以预见
以后择校会越来越难。”济南市
教育部门一人士表示。

据悉，3月4日，济南市教育
局发文对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择校生比例作出限制，规定通
过学区调整，各义务教育学校，
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学区
内常驻居民适龄儿童入学比例
不得低于招生规模的90%，择
校生不准超过10%。

“小学择校关系九年。”一
名执教多年的小学老师说，比
如，小学择校经五路小学，上中
学是直接进入实验初中，但他
的身份是以择校生的身份去实
验初中。“择校生的身份主要影
响在考高中。”一位老师表示，
择校生以后考高中时不享受推
荐生和指标生待遇，只能参加
各高中分配指标生后的统招生
竞争，或者是高中择校生。另

外，只要签订择校协议，就很难
改变择校生的身份。“即使中途
转学，也是择校。”

济南市规定，义务教育各
学段择校生在普通高中录取时
一律不享受指标生和推荐生待
遇。根据指标生分配办法，2012
年，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济南第
一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
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山东省
济南中学、山东省济钢高级中
学、章丘第四中学、济北中学将
计划内招生人数的80%作为指
标生分配到享受指标生政策的
初中学校。

“指标生分配比例的增大
将进一步压缩择校生的升学名
额，使得这些学生在报考普通
高中时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择校生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
大。”济南市教育局相关人士
表示。▲一房屋中介茶几上压着学区范围图，供顾客查找。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一位家长抱着只有两三岁的孩子看学生活动，择
校越来越难。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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