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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跃峰 白雪

家门口的小学不上

到城里租房上学

邱家店镇桂林村是泰安市
泰山区的一个普通小村，村里有
所小学，叫桂林小学，小学旁住
着一户村民，户主叫耿树军，耿
树军有个11岁的儿子，名叫耿鲁
豪。虽然出门步行一分钟就是桂
林小学，但耿鲁豪却不是这所小
学的一员。

耿鲁豪可没辍学，村里的小
伙伴们羡慕他呢，因为他去城里
上学了。4年前，耿树军和妻子徐
莲霞一咬牙，做了一个让同村人
甚是惊诧的决定：在泰安市区租
下一套房，把7岁的小鲁豪送进
泰安师范附属学校。这可是一所
优质小学。“小学是打基础的阶
段，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能在资源匮乏的农村上学。”
耿树军很坚定。

耿树军以卖苗木为生，虽说家
里还算富裕，但此举在村里仍是一
个不小的新闻。可租房毕竟是权宜
之计，儿子上二年级时，耿树军又
一狠心，在学校附近买下一套商品
房，步行上学仅需五六分钟。

孩子进城上学，父母不是一
般操心。耿树军和妻子住进城里，
但每天都要早晨开车回村管理苗
圃，晚上开车回城照料小儿子，就
这样在城乡之间来回穿梭。

城里公办学校难进

每年8000元上民办

耿鲁豪不是个例，进城，就
像一个无声的集结号，召唤家长
们，将孩子送到更优质的学校
去。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各自承
受着不同的代价。

8月29日上午，聊城市冠县
贾镇的小雅卉收拾好行囊，她马
上就要去城里上小学。临行前，
她的父亲于先生先到镇上银行
里取了一万元现金，小雅卉报到
得交钱。

于先生本想让女儿上冠县
商业局联办小学，可夫妻俩都在
村里务农，既不符合划片招生政

策也不属于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
学，他在城里又没有啥关系，这所
热门公办小学实在太难进。后来，
于先生瞄上了冠县一所口碑较好
的民办学校，不过与公办学校义
务教育期间减免学杂费相比，这
所民办学校一年光学费、寄宿费
就得8000多元。

父母想方设法，但小雅卉刚
开始并不领情。毕竟她才只有7
岁，刚听说要被送进城里上学时，
小雅卉又哭又闹，几万分不乐意。
直到听说，过不了多久，妈妈就去
县城陪着自己，这才勉强同意了。

提前3年进城上小学

考上了最好的初中

令这么多家长趋之若鹜，城
里的学校真有那么好吗？到底好
在哪里？聊城临清烟店镇陈女士
的回答是：“到城市上学，能让孩
子开眼界，长知识。”当然，最重
要的是，她的儿子王一宁今年刚
刚考进了聊城市文轩中学，这让
她倍感骄傲，倍感振奋。

振奋的是，她的苦心没白费。
为了让儿子考进这所被称为聊城
最好的初中，她和老公提前3年就
开始准备。陈女士原本在家务农，
丈夫经营着一家小轴承加工厂，
两人均是农村户口。起初，儿子在
村小上学，可几年下来发现农村
的学校教学条件实在有限。

“要在聊城考一所好大学，
初中阶段就很关键了。如果进不
了一所好初中，考进好高中的概
率很低。考不上好的高中，想上
好大学就更难了。”这么一想，
2012年陈女士一咬牙，在聊城城
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而后想方
设法让孩子转了学。为了照顾孩
子，她将家里的土地承包了出
去，专门进城陪读，开始了与老
公两地分居的生活。

“按照现在的政策，老家农
村的那些孩子，除了特别优秀的
孩子之外，大部分划片到镇上的
初中，上完学后，就到外地打工
或者直接回家务农了。按照现在
的发展轨迹，如果不出意外的
话，我儿子读好高中、好大学应
该机会很大，今后这几年的时间
还是专心陪读。”陈女士觉得，她

的努力很值得。

村里一个老师教三门

城里每人只教一门

进城好不好，光听家长说还
不行，城里的学校和村里的学
校，到底哪个更好？孩子虽小，却
也有自己的答案。

“新学校的体育器材真多，不
像以前在村子里，就几个足球和
篮球。”对于王一宁来说，这是他
进城上学后感受到的第一个不
同。这里的小学确实跟自己村里
不一样，不光周围的同学多了起
来，就连自己喜欢的体育课也有
专门的老师教。虽然刚转学时，他
还跟不上进度，但上了一年辅导
班之后，慢慢也就赶上来了。

“我更喜欢城里的家，更喜
欢城里的学校。”跟王一宁一样，
到泰安城区上学的耿鲁豪也更
偏爱进城。他说，自己在去泰安
师范附属学校前，曾在桂林村的
小学上过一天。“上课时学的发
音不太对，老师讲完课后就让我
们自由聊天”，这是他对这个自
己只呆过一天的乡村小学的模
糊记忆。

耿鲁豪的一个小伙伴小林
还在桂林小学上四年级。他说，
班里有13名学生，全校有70多
名，共上7门课，班里一共7张桌。
而在耿鲁豪所在的泰安师范附
属学校，一个班有74名学生，比
桂林小学总人数还多，全校5000
多名学生，是桂林小学的几十
倍。更重要的是，“城里小学上的

课门数多，一共有11门课，一名
老师教一门，而桂林小学每名老
师至少教三门课。”

而这也体现在学习成绩上，
耿鲁豪的班主任车洪超说，“鲁
豪比较聪明，学习成绩都是A，没
有得过B。”

村小今年只招到7个学生

多是没条件去城里的

这个暑假，耿鲁豪在参加完
城里的辅导班后，又回到村里。8
月28日，鲁豪带着几个小伙伴来
到家门口的桂林小学，学校敞着
门，这所乡村小学没有操场，院子
里都是土路，门口旁有两张乒乓
球桌，院子角落里有一个双杠一
个单杠，这是全部的体育器械。

这天恰好是学校教务处主
任张志刚值班。他说，桂林村的
学生本来就不多，每年村里外出
去上学的孩子占不到十分之一，
很多孩子受家庭条件限制，父母
外出打工，得留在家里上学。“今
年，学校只招到七个学生，但还
会组一个班，学校现在有5个年
级共5个班，有8名教师，一名在
休产假。”提起教学任务分配，

“最少得一人三门课”。
跟泰安的这所乡村小学相

比，农村生源流失问题，在聊城东
昌府区显得更加突出一些。作为
聊城城区所在地，这里城乡之间
教育发展更加不均衡。城区各小
学人数多，多是大班，而城区周边
的农村小学则生源流失严重，有
的小学仅剩下了几个学生。

今年小学升初中期间，当地
教育部门调查显示，位于城区西
侧的道口铺街道生源流失最少，
但仍接近两成。据统计，道口铺
街道今年共有319名小学毕业
生，结果仅有257名学生按照划
片方式进入道口铺中学就读。其
他的62名学生中，除一人到外市
上学外，剩下的61人则进了城区
的一些学校。这仅仅是小升初时
的一个数据，而小学阶段再早流
失的数据则无法统计。

过不惯托管生活

初中又转回老家

当然，虽然城里的学校师资
条件好，可并不是每个农村孩子
都喜欢这种环境。聊城市东昌府
区道口铺街道道口铺村的李明
磊就有一肚子苦水。

李明磊本来在街道中心小
学一直读到五年级，学习成绩也
不错，但后来还是转到了城区一
所教学条件更好的公办小学。这
所公办小学不能寄宿，家人又没
时间租房陪读。于是，他便进了
学校周围的一家托管中心。除了
在校学习时间，李明磊吃住都在
托管中心，一个月500块钱，家人
只需在周末接送。

在聊城城区的不少学校，这
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学校周围的
不少托管中心生意都不错。有的
是没有时间租房陪读，但更多的
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如果租房陪
读，一年光房租也得一万元左
右，这还不算吃喝。

提到在托管中心的日子，李明
磊说一点儿也不自在。“托管中心
的老师就是接送我们上学、放学，
吃完饭后，看着做作业。”李明磊
说，平时遇到什么事也不敢对他们
说，父母又不在身边，因此有啥心
事的时候只能先憋着。

小学毕业后，李明磊考进了
城区一家初中学校，由于还是得
继续托管生活，他跟家人提出了
转学的想法，最终转回了家门口
的学校。

331199个个农农村村娃娃，，6611个个进进城城上上初初中中
城镇化大潮下，不少农村家长进城买房落户、租房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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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句屡试不爽的广告词，又像是一个让人爱恨交织的魔咒。人们讨厌它，却又无法法
挣脱它。又到开学季，这个魔咒如期登台施法，无数的家长又开始纠结于起跑线上的抉择。农村的家长在想，村小教学学条
件差，要不要送孩子进城读书？城里的家长则在琢磨，既然择校不好使了，是不是得尽力给孩子选择一个好班、好座位位？

简单苛责家长的争相抉择恐怕无济于事，更加均衡地分布教育资源，才是打破起跑线魔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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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城上学的耿鲁豪（右）暑假回村里的小学玩双杠，这是桂林小学最主要的体育器械之一。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临开学，聊城市光明小学门口满是托管中心招生的摊位，不少
进城读书的农村娃会报名。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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