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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我的娃不能在市里上学”
济南下辖周边县区进城务工者子女入学遭遇困扰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徐洁
实习生 张楠) 4月23日，济

南市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
市教育局，就有关教育问题的建
议、提案听取答复。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入学问题仍是代表委员们关
注的焦点。

陶玉勇老家在商河县，1994
年，年轻的陶玉勇来到济南一家
物业公司当保安，一干就是19年。
19年间，他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
老大上学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托
关系让孩子入了离家最近的一所
优质小学，并交了1万元“教育捐
款助学费”；今年，他第二个孩子

又到了上学的年龄，而他在舜玉
小区的房子不足90m2，孩子户口
落不下，仍落在商河老家，向市中
区教育局咨询上学问题，得到的
答复是“商河、平阴、济阳、长清等
地不允许在济借读，回户口所在
地报名入学”。

“为啥济南市以外的上学都
能照顾上定点学校，济南周边县
市的反而还得回老家呢？”陶玉勇
说，“只要能让孩子跟在身边读
书，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济南市人大代表梁凡将这位
外来务工者的诉求写进了建议，
他说，陶玉勇的梦想代表了一批

农民工的期望，应根据农民工在
济南打工时间的长短，探索有区
别的入学政策。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答复
说，2002年至今，济南市相继取消
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借读
费等收费项目，在就学方面与济
南市市民同等待遇。目前，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入学只需提供暂住
证、劳务合同或执照、相对固定的
住所证明即可办理入学手续。

济南市基础教育有关负责人
坦言，目前，济南市周边商河、济
阳、平阴、长清等县区居民到市里
务工，其子女入学问题应按照择

校对待，还是按照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对待概念仍旧比较模糊，需
要进一步明确。

然而，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大量涌入，济南市城区教育
资源被挤占，而投入大量资金建
设的农村标准化学校面临空置，
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济南市基础教育有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城区学校接收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5000人左右，这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目前，全市小学和
初中共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97196人，占全市在读中小学生总
人数的14 . 7%。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媚) 到市场买东西

最怕不良商贩在秤上动手脚，如何
识别八两秤？23日，济南市质监局
局长到12345接听热线，给市民出
了高招。

不少市民到市场选购商品，但
有的卖家对秤做“手脚”导致缺斤
短两，让市民十分不放心。

对此，济南市质监局局长于界
平说，目前济南市只有两家做电子
秤的小厂，大量的电子秤都是外地
生产的在济南卖。这样就牵扯职权
范围，不能跨地域监管。而在市场
上，我们的人员都必须穿制服检查，
很远商贩们就看到了，一下子把“鬼
秤”调整过来，没办法抓现行。

“希望媒体、百姓、市民多给我
们提供这方面的线索，发现了可拨
打12365举报，我们也会搞一些突
击性的检查来解决问题。”

济南市质监局副局长丁正罡
则支招说，测试秤准不准还可以找
些参照物。“手机包装上都标明了
多少克，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
器。买东西前把手机放到秤上称称
重量是多少，轻了说明这个秤肯定
有问题，可以揭穿商贩的把戏。”

在当天的热线问答中，市质监
局的相关领导还回答了市民关心
的电梯维护标准和代码证年检等
问题。

4月23日，山师大校园
附近，大学生排队购买火车
票，预备“五一”出游、回家。
比起清明节，“五一”出游人
数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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