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理划定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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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学生人数
●学校分布
●所在学区
●学校规模
●交通状况等

因素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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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初中
新生招生数和小学
毕业生基本相当的
原则为多所初中划
定同一招生范围

确定入学对象

【单校划片】
●对口直升方式招生，即一所初

中对口片区内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

【多校划片】
●先征求入学志愿，对报名人数

少于招生人数的初中，学生直接入学；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初

中，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学生

●如果申请升入户籍所在片区
初中，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受
理、审核，统筹安排就学

实行阳光招生

小升初工作开始前，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公开相关信息：
1 .县域内小升初具体政策
2 .每所初中划片范围、招生计划、程序时间、办学条件
3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特长生招生信息和录取办法
4 .工作咨询方式、监督举报平台、信访接待地址

减少特长招生

●到2016年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特长生的学
校所招收的特长生比例应降到5%以内

●没有特长生招生方式的地方不再增设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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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就近入
学 原 则 依 街 道 、路
段、门牌号、村组等
为每一所初中合理
划定对口小学

背景 依据

●对于城市老城区
暂时难以实行单校划片

●优质初中要纳入
多校划片范围

未在户籍
所在片区就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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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办办初初中中也也不不得得通通过过考考试试招招生生
教育部发文要求“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我省公办学校已实施多年

问：《意见》允许学生填报优质
学校，但如果没有被录取怎么办？

答：为确保优质初中入学机会
均等，允许片区内所有学生报名。
当出现学生报名人数多于招生人
数情况时，要采取随机派位的方式
确定录取学生。随机派位是指采取
摇号等方式随机确定初中学校录
取学生。为确保公平，我们要事先
告知，切实保障家长、学生的知情
权。未能进入参加派位学校的学
生，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就近
原则安排进入其他未招录满的学
校就读。

《意见》有哪些新亮点、新举
措？“免试入学”具体怎么操作？如
何确保公平公正？记者采访了教
育部有关负责人。

问：有的学生居住的地方有
好几所初中，教育质量不同，大家
都想被划入优质初中所在的招生
片区，如何确保划片的公平？

答：划片合不合理关乎政府公
信力，关系到广大群众对教育公平
的认同度。《意见》确定的主要划片
方式是“单校划片”，即直接为每一
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考虑到
学校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意见》同
时规定，优质初中要纳入“多校划
片”范围，即按照初中新生招生数
和小学毕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
多所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多校
划片的各片区办学水平要大致均
衡。多校划片的初中，采取随机派
位的方式确定录取学生。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根据教育部26日公布的《关

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
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到2016年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招收特长生的学校所招收
的特长生比例应降到5%以内。
没有特长生招生方式的地方不
再增设该方式。

“一些地方将特长与招生
挂钩，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
担。所以《意见》要求逐步减
少特长招生。”教育部有关负
责人说，免试就近入学是根据
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少年儿童
身心发展规律所确定的基本
原则，其目的是推进区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引导学校实施
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意见》明确了“小升初”工
作流程，体现了义务教育“就近
入学”的根本原则。如，在划定
招生范围时，要求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依街
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为每
一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
(单校划片)。对于城市老城区
暂时难以实行单校划片的，可
按照初中新生招生数和小学毕
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多所初
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多校划
片)。优质初中要纳入多校划片
范围。

多年来，“小升初”的乱象
已成痼疾，民众质疑和批评的
焦点直指“择校”过程中的“暗

箱操作”。对此，《意见》强调单
校划片学校采用对口直升方式
招生，即一所初中对口片区内
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多校划
片学校，先征求入学志愿，对报
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初中，
学生直接入学；对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人数的初中，以随机派
位的方式确定学生。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公办、民办学校
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
生。公办学校不得以各类竞赛
证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生入学
依据。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学者储朝晖看来，解决择校，
最关键的是要“放权”。当前

“小升初”衍生出的占坑班、
奥数热等问题，都要归咎于评
价机制和评价主体的单一。

“应由专业组织来决定并确认
特长生的评价标准，而政府应
努力做好教育资源的均衡配
置，不要让学校之间的差距这
么大。”

在不少专家看来，择校热
降温的“治本”良方还是优质教
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记者注意
到，教育部还在《意见》中要求
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如将不低
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
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善操
作办法；试行学区化办学，将初
中和小学结合成片进行统筹管
理，提倡多校协同、资源整合、
九年一贯等。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6日，教育部公布了《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
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单
校划片学校，用对口直升方式
招生；多校划片学校，按随机派
位等方式招生。

省教育厅有关人士告诉
记者，我省一直严格要求公办
中小学生就近入学，不允许进
行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另
外，为实现中小学生就近入
学，我省也出台了中小学发展
建设规划，进一步均衡教育资
源，目的就是遏制小升初择
校。不过，小升初考试在各地
实施情况却不尽相同。

在省会济南，市教育局基
教处负责人表示，济南禁止公
办学校进行小升初考试已经有
10年之久，一些曾经进行过小

升初考试的中学也逐渐取消考
试。不过，山大附中等几所学校
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民办教育
促进法允许民办院校自主招
生，这几所学校可以进行具有
选拔考核性质的考试，但我们
也要求他们不把考试作为唯一
考核方式。在济南市，200多所
初中里面，只有这几个特例。”
这位负责人表示。

其实在我省，随着中考指
标生到校政策实施，小升初择
校也变得越来越不划算，择校
热情悄然降温。在济南，去年
由于指标生分配到各初中比
例达到八成，大量择校生不得
不争夺不足两成的统招名额，
当年的小升初也首次出现就
近入学潮。

而全省的指标生比例都将
达到六成，济南市教育局有关
人士表示，指标生政策将导向
学生家长就近选择学校，也同
时让择校越发不划算。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６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６日

发布消息称，《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经人
社部第２１次部务会审议通过，
自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用工单位应当
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
超过其用工总量的１０％。用工
单位在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
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
１０％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
案，于规定施行之日起２年内降
至规定比例。用工单位未将规

定施行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
数量降至符合规定比例之前，
不得新用被派遣劳动者。

规定明确，用工单位应向
被派遣劳动者提供与工作岗位
相关的福利待遇，不得歧视被
派遣劳动者。劳务派遣单位跨
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
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
参加社会保险，按照用工单位
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被派遣劳动者按照国家规
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劳务派遣单位未在用工单
位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由

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
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
纳社会保险费。

规定还明确，被派遣劳动者
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的，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
工伤认定，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
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劳务派
遣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可
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

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后在无
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
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规
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
支付报酬。

人社部昨日公布《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在答
记者问时表示，如果被派遣劳动者有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
疗期内以及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情形的，在派遣期限届满前，
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派遣期限届满的，应
当延续至相应情形消失时方可退回。

为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防止用工单位无正当理由
随意退回被派遣劳动者，《暂行规定》明确了用工单位可以退回劳动
者的情形：一是用工单位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一条
规定情形的；二是用工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决定提前解散或者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的；三是劳
务派遣协议期满终止的。 据新华社

新闻落地

指标生降温小升初择校热

人社部发布《劳务派遣暂行规定》，3月1日起施行

劳劳务务派派遣遣用用工工比比例例不不得得超超1100%%

派遣期限届满前患病，单位不得退回

优质初中

对口多所小学

权威解读

“僧多粥少”

将随机派位

问：一些地方近期宣布了逐
步取消“小升初”特长招生的计
划，《意见》对此有何指导意见？

答：《意见》提出要逐步减少
特长招生。要求弱化个人兴趣爱
好及特长与招生入学挂钩，逐步
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
例，到2016年经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批准招收特长生的学校所招收
的特长生比例应降到5%以内，没
有特长生招生方式的地方不再增
设该方式。 据新华社

特长与入学

逐步脱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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