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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15日讯（记者 张榕
博） 15日，记者了解到，由于今年
中考招生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控
择”的刚性政策正影响各学区“小升
初”的报名，在天桥区、槐荫区、市中
区等初中，有关人士表示，就近入学
的孩子在增多，一批初中今年的生
源都将超过往年。

“到这个学校报名，我们就不算
择校了吧？”15日，槐荫区教育局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小升初的
报名季，每一位来咨询报名的家长，
在电话的最后都会追问上这一句。
虽然整个招生情况要等8月底才能
出来，但她向记者透露，辖区各初中
目前提供的报名情况都远远好于去
年。

“去年摸底，片区里六年级的
有 200个娃，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四
五十人，今年片区里有 3 0 0 个娃，

现在择校和回老家上学的，只有
不到 20个人。”在地处济南西部新
城区的一所农民工定点初中，槐
荫区第三十中学校长陈树洪感慨
地告诉记者，多年来，辖区孩子都
是向外流失，今年却有七八个来
择校的孩子。“我就跟他们的家长
说，择校是要签协议的，我建议你
们别来。”而在槐荫区另一所农民
工子弟定点初中，校方表示，往年

计划四五个班的孩子都招不满，
今年可能要扩大到六七个班，老
师和教室一下子都不够用了。

在市中区和天桥区，记者了解
到，一些初中目前的小升初报名情
况普遍好于去年。市中区教育局一
位工作人员说，有些普通初中里，50

个人的班级最后一排的课桌都是空
着的，但今年校工厂正在赶制课桌
椅，如果实际报到人数确实较多，课

桌椅立刻运过去。
记者了解到，由于今年中考招生

中实行指标生刚性招生政策，择校生
升学途径被大大挤压。而今年的初一
新生或将在3年后赶上招生计划全部
到校的中考新政，不少家长因此放弃
了择校打算。槐荫区一位初中教师
说，往年升旗仪式上，教师比学生多
的情况今年将大大改观，这对于教师
的信心也是一种提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小学择校，

“身份”带到初中

6年前，济南市中小学招生
政策多项变化，择校者被“预言”
将付出重大代价。但那一年，不
少“幼升小”的家长并没有领会
那句“择校身份”的提醒，依然把
孩子送上了择校之路。

今年，济南市首批签订协
议的小学“择校生”将升入初
中，但他们即将面临的却是今
年中考指标生刚性招生和3年
后全部招生计划到校的“冲
击”，洗不掉的择校“标签”，成
为这一茬孩子的鲜明印记。对
于一些择校生家长孤注一掷的
冲动，教育人士表示，不要一择
到底，回来就近读书还有机会。

“打击”择校，

这茬孩子赶上了

“希望用制度的约束，让
择校者付出更大代价，从而进
一步遏制择校。”

2007年4月16日，当济南
市教育局一位官员对媒体表
达这样的警示时，济南市中小
学招生政策发生多项变化：从
2007年起，济南小学阶段择校
生到中考时将一律不享受指
标生和推荐生待遇。但不少

“幼升小”的家长，并没有领会
这句话的真正分量。

那一年择校的一年级新
生都与小学签订一份择校协
议，很少有家长想到，这一“标
签”的影响将持续9年。“那时
择校可以收择校费，一些名校
的中、小学校长都鼓励家长择

校，和教育政策对着干，并没
有对这批孩子的家长做足够
的提醒。”曾经亲历当年招生
政策变化的一位初中教师对
记者说。

“如果小学择校，初中是
就近入学，这也算择校生吗？”
今年7月，中考第一轮指标生
招生，省实验中学以393分的
超低分录满指标生，2007年这
批小学“择校生”的家长再也
坐不住了。

“小学择校，择校‘身份’会
带到初中，也算择校。”济南市
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这样回答家
长。

这批小学“择校生”完成3
年初中学习后，不论是否就近
入学，在2016年的中考时，还
将面临招生计划全部到校的
新一轮冲击。“控制择校的政
策，这批孩子都赶上了。”采访
中，一位教育人士表示。

三年后，

择校生中考更不划算

一位初中招生教师15日对
记者说，临近小升初报名尾声，
当年择校的学生家长现在“各
种后悔都有”。他表示，早在
2007年，指标生名额的招生政
策便已经制定。不过，如果没有
今年中考政策的变化，大家都
不会意识到，择校这么不划算。

记者了解到，在2007年至
今的6年时间中，中考招生过
程的指标生线一直由各高中
自行制定，低于该分数线，指
标生剩余名额一律打入统招
和择校。但2013年，指标生招
生政策要求刚性录满，由此导
致省实验中学、济南外国语、
山师附中等10所推荐生试点
高中指标生全部超额录满，而
10所中学择校生招生比例从

公布计划时的23 . 35%降低到
16 . 57%，减少招生778人。

这一增一减彻底“打乱”了
不少择校生的升学计划。同时，
知名初中里的竞争也愈加激
烈，而一些普通初中则因此受
益。济南市第三十中学校长陈
树洪说，去年省实验中学给学
校的指标生名额是12人，今年
增加到24人，明年则会更多。

今年中考结束后，济南市
教育局有关人士表示，目前的
招生政策至少3年不会变化。
这就意味着，择校生今后面临
的竞争压力绝不会低于今年。

到了2016年，招生计划到
校则意味着择校更加不划算。
济南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
按照招生趋势，择校生竞争分
配到各校校内的择校名额。但
越是名校，高分生越多，对于
今后的校内竞争，择校生竞争
确实会越来越激烈。

教育人士建议

可以到普通初中

去“抄底”
对于已经择校的学生，记

者了解到，目前在小升初报名
阶段，仍有就近入学和继续择
校两种选择。

“既然小学已经择校了，
不如让孩子中考考一个好成
绩，我想让孩子继续择校。”
采访中，考生家长姜女士坦
言，如果升学风险相似的话，
不如让孩子选一个教育质量
高的学校应对风险。而姜女
士“一择到底”的想法并非个
案。

不过，陈树洪分析说，一再
择校，未来升学的利益分享会
越来越少，相反，招生计划分配
到校，每个初中都有机会。“其
实择校与否，竞争风险不同，名
校高分生更多，名额却有限。但
如果在一个普通中学，高分生
没有那么多，如果你的孩子足
够优秀，也可以到普通初中去

‘抄底’。”

严控择校带来“小升初”明显变化

非非热热点点初初中中生生源源远远超超往往年年

六年前首批签订择校协议的学生，2016年中考还是择校———

九九年年洗洗不不掉掉的的择择校校““标标签签””

2013年7月12日，山师附中考点，工作人员竭力劝家长后退。中考不仅仅是在考学生，家长心里
比孩子还忐忑不安。（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走出考场的考生受到家长欢迎。（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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