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为了孩子，家长不惜高价买房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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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为了让第二年
就读小学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 家住工区路的市民周
丽萍托熟人在市三小对面的友
谊胡同里买了一套二手房。 当
时，

80

多平方米的房子花了
20

万元。 在各项手续办好之后，周
丽萍夫妻俩就从原本宽敞明亮
的家里搬进了学区好的新买的
破旧二手房里。 新学期，她在
市三小就读的女儿就要上二年
级了。

除了买学区房，一些家长为了
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方便照

顾， 也会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毛先生的大儿子今年中招考试发
挥出色考上了信高， 快开学了，毛
先生心里除了兴奋与骄傲，还有那
么一丝的酸楚，因为小儿子的问题
又接踵而至。毛先生在羊山一家物
流公司打工， 每个月工资不到
1500

元，因为要照顾孩子，他的妻
子只能在市区打零工，每月收入几
百元。

自从大儿子在市九中上学，夫
妻俩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可是
学区房租金高，为了省钱，全家四
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阴暗潮湿不

说，夏天热得简直没法睡觉。 就这
样住了

3

年，如今大儿子上高中可
以住校了， 小儿子才该上初二，本
想继续租两年， 可是房东涨了房
租，无奈毛先生必须趁着开学前再
给全家找个落脚点。

“前几天经熟人介绍说中医院
后面有几间便宜的房子，但就是很
简陋，不过也没办法，离学校近方
便照顾孩子，我们熬了这么多年还
不是为了孩子。 ”毛先生说，“我们
家虽然生活清苦一点，但是孩子争
气， 今年儿子考上信高我特别骄
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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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

择校，让学生家长有苦难言
本报记者黄慧马依钒刘方

核心提示：孩子的教育已然成为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按照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
校，学生需按照学区划分入校接受教育。 新学期伊始，记者近日前往多所学校进行实地采访时看到，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很多家长为了新生入学忙着托关系、找熟人；有些班级里
70%

的学生均不属于本校学区生源；一些学区好的房屋租金也随着新学期开始逐渐上涨。

新学期报到，名校普通学校景象不同
� � � � 8

月
31

日下午， 市九中七年
级新生分班。

15

时，记者来到该校
进行实地采访。新生和陪同的家长
开始陆续到来， 校门口的文化街
路段一度出现拥堵。

16

时，分班
名单贴出来，在这之前，整个校
园里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分班名单上显示，

1200

多名七
年级新生被分到

13

个班级里，

大部分班级都有
80

多人。 学生
按照名单进入所在班级之后，七年
级所在北侧教学楼的

3

楼、

4

楼的
教室门外，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家
长。本不宽敞的走廊被围得水泄不
通， 后续报到的新生只能在人堆
里，艰难前行。 在与学生家长的交
谈中，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
新生按照学区划分，并不属于市九
中生源。

新学期学生报到这两天，学区
划分范围比市九中大很多的市二
中校园里却一直很安静。

28

日上
午

10

时， 记者来到位于新华西路
的市二中，墙上的通知显示，

27

日
和

28

日八年级、九年级学生报名，

29

日七年级进行考试分班。 只是
整个校园还处在假期休眠状态，比
较安静。当问到七年级新生生源情
况时，该校教务处季汉峰老师告诉
记者，不少市二中学区内的学生都
想方设法地到市九中、河中学等
学校就读，所以，学校招生规模不
大，计划开设

5

个班，每班招收
30

人左右。而且新生招收已经没有严
格按照学区划分进行了，即使是转
学的插班生，也只需要等到开学之
后，家长持相关的身份证件带孩子
到教室即可。

9

月
1

日上午
8

时，市三小一
年级新生报到， 校园里人声鼎沸，

即将入学的小学生兴高采烈，新生
家长则忙着看分班名单，在班门口
排队报到。 记者在分班名单上看
到，今年市三小一年级有

10

个班，

每班人数均在
75

人左右。 仅一路
之隔，同处市区繁华地带相距不足
500

米的市实验小学却是另一番
景象。

8

月
31

日下午，记者来此采
访，问到生源和学区的时候，居住
在学校隔壁的朱女士告诉记者：

“学生多就按学区， 学生少就不管
学区这回事了。 ”据该校教务处李
主任介绍，今年学校一年级开设

1

个班，招收了
50

多名新生，在学区
以外的， 即使是外县市户籍的学
生，只需凭家庭户口本、父母身份
证以及学生防疫本即可入学就读。

名校班级里
,

非本校学区学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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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上午， 家住建设路
的九年级学生卫港到河中学报
到。 当初入读七年级的时候，按
照学区划分， 他报名就读了市
六中。 在市六中学习了一个月
之后，父母就托关系、找熟人，

花了
1

万多元， 把儿子转学到
了河中学。 卫港小学期间品
学兼优，获得过两次“河区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 他说，在市六
中的学习经历很煎熬。那一届七年
级共两个班，每班只有十几个学
生，课堂上老师讲课他听不懂，同
学不是低头看小说就是动手玩手
机。 据卫港介绍，在河中学，

像他这样的不属于学校学区范
围内的有很多， 以他所在的班
级为例，有

70%

的学生跟他的情况

如出一辙。

市九中九年级学生蓉蓉告诉
记者，每到学期中间，附近的几个
班级都会有其他学校学区的学生
转过来， 这让班里的人数越来越
多，很多班级都有

80

多人。一到夏
天， 就算把全部门窗和电扇打开，

班里也热得像个蒸笼一样，个别同
学还会中暑。

为了上名校，家长拼金钱拼人脉
� � 8

月
30

日上午， 记者来到市
九中， 学校的三个年级都还没开
学。 在学校门口，楚成惠和朋友陈
女士对着贴满了该校各班班主任
的照片及简介的墙壁驻足了很久，

两人一会儿讨论， 一会儿拨打电
话。经了解，陈女士家住吴家店镇，

看着市区的孩子都往“名校”挤，她
也想为自己孩子打听点门道。 因
此，她就找到楚成惠帮忙。

楚成惠居住在楚王城，她的儿

子今年刚从市九中毕业，

3

年前，

为了能让儿子上“名校”，她又托关
系又花钱， 这其中的曲折和复杂，

像是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孩子刚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
操心了，这中间我们也是隔段时间
就跟人家打个招呼，生怕人家忘了
我孩子的事儿。如果你家孩子不属
于这学区，想上学的话你就准备打
一场持久战吧。 ”楚成惠说。

8

月
31

日下午， 是市九中七

年级新生分班的时间，在贴着分班
表格的几面墙前，记者再次遇到陈
女士， 她开心地说：“班也分好了，

据说这个班的班主任教得还挺不
错， 这回心里面的石头总算落地
了！ ”

“作为家长， 天底下的父母都
会全心全意、尽其所能地为孩子创
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多大劲使
多大劲，择名校选名师都是一切为
了孩子。 ”陈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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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

自从大儿子在市九中上学，夫
妻俩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可是
学区房租金高，为了省钱，全家四
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阴暗潮湿不

说，夏天热得简直没法睡觉。 就这
样住了

3

年，如今大儿子上高中可
以住校了， 小儿子才该上初二，本
想继续租两年， 可是房东涨了房
租，无奈毛先生必须趁着开学前再
给全家找个落脚点。

“前几天经熟人介绍说中医院
后面有几间便宜的房子，但就是很
简陋，不过也没办法，离学校近方
便照顾孩子，我们熬了这么多年还
不是为了孩子。 ”毛先生说，“我们
家虽然生活清苦一点，但是孩子争
气， 今年儿子考上信高我特别骄
傲。 ”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

择校，让学生家长有苦难言
本报记者黄慧马依钒刘方

核心提示：孩子的教育已然成为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按照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
校，学生需按照学区划分入校接受教育。 新学期伊始，记者近日前往多所学校进行实地采访时看到，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很多家长为了新生入学忙着托关系、找熟人；有些班级里
70%

的学生均不属于本校学区生源；一些学区好的房屋租金也随着新学期开始逐渐上涨。

新学期报到，名校普通学校景象不同
� � � � 8

月
31

日下午， 市九中七年
级新生分班。

15

时，记者来到该校
进行实地采访。新生和陪同的家长
开始陆续到来， 校门口的文化街
路段一度出现拥堵。

16

时，分班
名单贴出来，在这之前，整个校
园里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分班名单上显示，

1200

多名七
年级新生被分到

13

个班级里，

大部分班级都有
80

多人。 学生
按照名单进入所在班级之后，七年
级所在北侧教学楼的

3

楼、

4

楼的
教室门外，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家
长。本不宽敞的走廊被围得水泄不
通， 后续报到的新生只能在人堆
里，艰难前行。 在与学生家长的交
谈中，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
新生按照学区划分，并不属于市九
中生源。

新学期学生报到这两天，学区
划分范围比市九中大很多的市二
中校园里却一直很安静。

28

日上
午

10

时， 记者来到位于新华西路
的市二中，墙上的通知显示，

27

日
和

28

日八年级、九年级学生报名，

29

日七年级进行考试分班。 只是
整个校园还处在假期休眠状态，比
较安静。当问到七年级新生生源情
况时，该校教务处季汉峰老师告诉
记者，不少市二中学区内的学生都
想方设法地到市九中、河中学等
学校就读，所以，学校招生规模不
大，计划开设

5

个班，每班招收
30

人左右。而且新生招收已经没有严
格按照学区划分进行了，即使是转
学的插班生，也只需要等到开学之
后，家长持相关的身份证件带孩子
到教室即可。

9

月
1

日上午
8

时，市三小一
年级新生报到， 校园里人声鼎沸，

即将入学的小学生兴高采烈，新生
家长则忙着看分班名单，在班门口
排队报到。 记者在分班名单上看
到，今年市三小一年级有

10

个班，

每班人数均在
75

人左右。 仅一路
之隔，同处市区繁华地带相距不足
500

米的市实验小学却是另一番
景象。

8

月
31

日下午，记者来此采
访，问到生源和学区的时候，居住
在学校隔壁的朱女士告诉记者：

“学生多就按学区， 学生少就不管
学区这回事了。 ”据该校教务处李
主任介绍，今年学校一年级开设

1

个班，招收了
50

多名新生，在学区
以外的， 即使是外县市户籍的学
生，只需凭家庭户口本、父母身份
证以及学生防疫本即可入学就读。

名校班级里
,

非本校学区学生不少
� � � 8

月
31

日上午， 家住建设路
的九年级学生卫港到河中学报
到。 当初入读七年级的时候，按
照学区划分， 他报名就读了市
六中。 在市六中学习了一个月
之后，父母就托关系、找熟人，

花了
1

万多元， 把儿子转学到
了河中学。 卫港小学期间品
学兼优，获得过两次“河区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 他说，在市六
中的学习经历很煎熬。那一届七年
级共两个班，每班只有十几个学
生，课堂上老师讲课他听不懂，同
学不是低头看小说就是动手玩手
机。 据卫港介绍，在河中学，

像他这样的不属于学校学区范
围内的有很多， 以他所在的班
级为例，有

70%

的学生跟他的情况

如出一辙。

市九中九年级学生蓉蓉告诉
记者，每到学期中间，附近的几个
班级都会有其他学校学区的学生
转过来， 这让班里的人数越来越
多，很多班级都有

80

多人。一到夏
天， 就算把全部门窗和电扇打开，

班里也热得像个蒸笼一样，个别同
学还会中暑。

为了上名校，家长拼金钱拼人脉
� � 8

月
30

日上午， 记者来到市
九中， 学校的三个年级都还没开
学。 在学校门口，楚成惠和朋友陈
女士对着贴满了该校各班班主任
的照片及简介的墙壁驻足了很久，

两人一会儿讨论， 一会儿拨打电
话。经了解，陈女士家住吴家店镇，

看着市区的孩子都往“名校”挤，她
也想为自己孩子打听点门道。 因
此，她就找到楚成惠帮忙。

楚成惠居住在楚王城，她的儿

子今年刚从市九中毕业，

3

年前，

为了能让儿子上“名校”，她又托关
系又花钱， 这其中的曲折和复杂，

像是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孩子刚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
操心了，这中间我们也是隔段时间
就跟人家打个招呼，生怕人家忘了
我孩子的事儿。如果你家孩子不属
于这学区，想上学的话你就准备打
一场持久战吧。 ”楚成惠说。

8

月
31

日下午， 是市九中七

年级新生分班的时间，在贴着分班
表格的几面墙前，记者再次遇到陈
女士， 她开心地说：“班也分好了，

据说这个班的班主任教得还挺不
错， 这回心里面的石头总算落地
了！ ”

“作为家长， 天底下的父母都
会全心全意、尽其所能地为孩子创
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多大劲使
多大劲，择名校选名师都是一切为
了孩子。 ”陈女士说。

一切为了孩子，家长不惜高价买房租房
� � � � 2011

年年底，为了让第二年
就读小学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 家住工区路的市民周
丽萍托熟人在市三小对面的友
谊胡同里买了一套二手房。 当
时，

80

多平方米的房子花了
20

万元。 在各项手续办好之后，周
丽萍夫妻俩就从原本宽敞明亮
的家里搬进了学区好的新买的
破旧二手房里。 新学期，她在
市三小就读的女儿就要上二年
级了。

除了买学区房，一些家长为了
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方便照

顾， 也会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毛先生的大儿子今年中招考试发
挥出色考上了信高， 快开学了，毛
先生心里除了兴奋与骄傲，还有那
么一丝的酸楚，因为小儿子的问题
又接踵而至。毛先生在羊山一家物
流公司打工， 每个月工资不到
1500

元，因为要照顾孩子，他的妻
子只能在市区打零工，每月收入几
百元。

自从大儿子在市九中上学，夫
妻俩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可是
学区房租金高，为了省钱，全家四
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阴暗潮湿不

说，夏天热得简直没法睡觉。 就这
样住了

3

年，如今大儿子上高中可
以住校了， 小儿子才该上初二，本
想继续租两年， 可是房东涨了房
租，无奈毛先生必须趁着开学前再
给全家找个落脚点。

“前几天经熟人介绍说中医院
后面有几间便宜的房子，但就是很
简陋，不过也没办法，离学校近方
便照顾孩子，我们熬了这么多年还
不是为了孩子。 ”毛先生说，“我们
家虽然生活清苦一点，但是孩子争
气， 今年儿子考上信高我特别骄
傲。 ”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

择校，让学生家长有苦难言
本报记者黄慧马依钒刘方

核心提示：孩子的教育已然成为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按照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
校，学生需按照学区划分入校接受教育。 新学期伊始，记者近日前往多所学校进行实地采访时看到，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很多家长为了新生入学忙着托关系、找熟人；有些班级里
70%

的学生均不属于本校学区生源；一些学区好的房屋租金也随着新学期开始逐渐上涨。

新学期报到，名校普通学校景象不同
� � � � 8

月
31

日下午， 市九中七年
级新生分班。

15

时，记者来到该校
进行实地采访。新生和陪同的家长
开始陆续到来， 校门口的文化街
路段一度出现拥堵。

16

时，分班
名单贴出来，在这之前，整个校
园里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分班名单上显示，

1200

多名七
年级新生被分到

13

个班级里，

大部分班级都有
80

多人。 学生
按照名单进入所在班级之后，七年
级所在北侧教学楼的

3

楼、

4

楼的
教室门外，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家
长。本不宽敞的走廊被围得水泄不
通， 后续报到的新生只能在人堆
里，艰难前行。 在与学生家长的交
谈中，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
新生按照学区划分，并不属于市九
中生源。

新学期学生报到这两天，学区
划分范围比市九中大很多的市二
中校园里却一直很安静。

28

日上
午

10

时， 记者来到位于新华西路
的市二中，墙上的通知显示，

27

日
和

28

日八年级、九年级学生报名，

29

日七年级进行考试分班。 只是
整个校园还处在假期休眠状态，比
较安静。当问到七年级新生生源情
况时，该校教务处季汉峰老师告诉
记者，不少市二中学区内的学生都
想方设法地到市九中、河中学等
学校就读，所以，学校招生规模不
大，计划开设

5

个班，每班招收
30

人左右。而且新生招收已经没有严
格按照学区划分进行了，即使是转
学的插班生，也只需要等到开学之
后，家长持相关的身份证件带孩子
到教室即可。

9

月
1

日上午
8

时，市三小一
年级新生报到， 校园里人声鼎沸，

即将入学的小学生兴高采烈，新生
家长则忙着看分班名单，在班门口
排队报到。 记者在分班名单上看
到，今年市三小一年级有

10

个班，

每班人数均在
75

人左右。 仅一路
之隔，同处市区繁华地带相距不足
500

米的市实验小学却是另一番
景象。

8

月
31

日下午，记者来此采
访，问到生源和学区的时候，居住
在学校隔壁的朱女士告诉记者：

“学生多就按学区， 学生少就不管
学区这回事了。 ”据该校教务处李
主任介绍，今年学校一年级开设

1

个班，招收了
50

多名新生，在学区
以外的， 即使是外县市户籍的学
生，只需凭家庭户口本、父母身份
证以及学生防疫本即可入学就读。

名校班级里
,

非本校学区学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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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上午， 家住建设路
的九年级学生卫港到河中学报
到。 当初入读七年级的时候，按
照学区划分， 他报名就读了市
六中。 在市六中学习了一个月
之后，父母就托关系、找熟人，

花了
1

万多元， 把儿子转学到
了河中学。 卫港小学期间品
学兼优，获得过两次“河区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 他说，在市六
中的学习经历很煎熬。那一届七年
级共两个班，每班只有十几个学
生，课堂上老师讲课他听不懂，同
学不是低头看小说就是动手玩手
机。 据卫港介绍，在河中学，

像他这样的不属于学校学区范
围内的有很多， 以他所在的班
级为例，有

70%

的学生跟他的情况

如出一辙。

市九中九年级学生蓉蓉告诉
记者，每到学期中间，附近的几个
班级都会有其他学校学区的学生
转过来， 这让班里的人数越来越
多，很多班级都有

80

多人。一到夏
天， 就算把全部门窗和电扇打开，

班里也热得像个蒸笼一样，个别同
学还会中暑。

为了上名校，家长拼金钱拼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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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上午， 记者来到市
九中， 学校的三个年级都还没开
学。 在学校门口，楚成惠和朋友陈
女士对着贴满了该校各班班主任
的照片及简介的墙壁驻足了很久，

两人一会儿讨论， 一会儿拨打电
话。经了解，陈女士家住吴家店镇，

看着市区的孩子都往“名校”挤，她
也想为自己孩子打听点门道。 因
此，她就找到楚成惠帮忙。

楚成惠居住在楚王城，她的儿

子今年刚从市九中毕业，

3

年前，

为了能让儿子上“名校”，她又托关
系又花钱， 这其中的曲折和复杂，

像是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孩子刚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
操心了，这中间我们也是隔段时间
就跟人家打个招呼，生怕人家忘了
我孩子的事儿。如果你家孩子不属
于这学区，想上学的话你就准备打
一场持久战吧。 ”楚成惠说。

8

月
31

日下午， 是市九中七

年级新生分班的时间，在贴着分班
表格的几面墙前，记者再次遇到陈
女士， 她开心地说：“班也分好了，

据说这个班的班主任教得还挺不
错， 这回心里面的石头总算落地
了！ ”

“作为家长， 天底下的父母都
会全心全意、尽其所能地为孩子创
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多大劲使
多大劲，择名校选名师都是一切为
了孩子。 ”陈女士说。

一切为了孩子，家长不惜高价买房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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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为了让第二年
就读小学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 家住工区路的市民周
丽萍托熟人在市三小对面的友
谊胡同里买了一套二手房。 当
时，

80

多平方米的房子花了
20

万元。 在各项手续办好之后，周
丽萍夫妻俩就从原本宽敞明亮
的家里搬进了学区好的新买的
破旧二手房里。 新学期，她在
市三小就读的女儿就要上二年
级了。

除了买学区房，一些家长为了
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方便照

顾， 也会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毛先生的大儿子今年中招考试发
挥出色考上了信高， 快开学了，毛
先生心里除了兴奋与骄傲，还有那
么一丝的酸楚，因为小儿子的问题
又接踵而至。毛先生在羊山一家物
流公司打工， 每个月工资不到
1500

元，因为要照顾孩子，他的妻
子只能在市区打零工，每月收入几
百元。

自从大儿子在市九中上学，夫
妻俩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可是
学区房租金高，为了省钱，全家四
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阴暗潮湿不

说，夏天热得简直没法睡觉。 就这
样住了

3

年，如今大儿子上高中可
以住校了， 小儿子才该上初二，本
想继续租两年， 可是房东涨了房
租，无奈毛先生必须趁着开学前再
给全家找个落脚点。

“前几天经熟人介绍说中医院
后面有几间便宜的房子，但就是很
简陋，不过也没办法，离学校近方
便照顾孩子，我们熬了这么多年还
不是为了孩子。 ”毛先生说，“我们
家虽然生活清苦一点，但是孩子争
气， 今年儿子考上信高我特别骄
傲。 ”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

择校，让学生家长有苦难言
本报记者黄慧马依钒刘方

核心提示：孩子的教育已然成为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按照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择
校，学生需按照学区划分入校接受教育。 新学期伊始，记者近日前往多所学校进行实地采访时看到，

名校门前车水马龙，普通学校门可罗雀；很多家长为了新生入学忙着托关系、找熟人；有些班级里
70%

的学生均不属于本校学区生源；一些学区好的房屋租金也随着新学期开始逐渐上涨。

新学期报到，名校普通学校景象不同
� � � � 8

月
31

日下午， 市九中七年
级新生分班。

15

时，记者来到该校
进行实地采访。新生和陪同的家长
开始陆续到来， 校门口的文化街
路段一度出现拥堵。

16

时，分班
名单贴出来，在这之前，整个校
园里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分班名单上显示，

1200

多名七
年级新生被分到

13

个班级里，

大部分班级都有
80

多人。 学生
按照名单进入所在班级之后，七年
级所在北侧教学楼的

3

楼、

4

楼的
教室门外，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家
长。本不宽敞的走廊被围得水泄不
通， 后续报到的新生只能在人堆
里，艰难前行。 在与学生家长的交
谈中，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
新生按照学区划分，并不属于市九
中生源。

新学期学生报到这两天，学区
划分范围比市九中大很多的市二
中校园里却一直很安静。

28

日上
午

10

时， 记者来到位于新华西路
的市二中，墙上的通知显示，

27

日
和

28

日八年级、九年级学生报名，

29

日七年级进行考试分班。 只是
整个校园还处在假期休眠状态，比
较安静。当问到七年级新生生源情
况时，该校教务处季汉峰老师告诉
记者，不少市二中学区内的学生都
想方设法地到市九中、河中学等
学校就读，所以，学校招生规模不
大，计划开设

5

个班，每班招收
30

人左右。而且新生招收已经没有严
格按照学区划分进行了，即使是转
学的插班生，也只需要等到开学之
后，家长持相关的身份证件带孩子
到教室即可。

9

月
1

日上午
8

时，市三小一
年级新生报到， 校园里人声鼎沸，

即将入学的小学生兴高采烈，新生
家长则忙着看分班名单，在班门口
排队报到。 记者在分班名单上看
到，今年市三小一年级有

10

个班，

每班人数均在
75

人左右。 仅一路
之隔，同处市区繁华地带相距不足
500

米的市实验小学却是另一番
景象。

8

月
31

日下午，记者来此采
访，问到生源和学区的时候，居住
在学校隔壁的朱女士告诉记者：

“学生多就按学区， 学生少就不管
学区这回事了。 ”据该校教务处李
主任介绍，今年学校一年级开设

1

个班，招收了
50

多名新生，在学区
以外的， 即使是外县市户籍的学
生，只需凭家庭户口本、父母身份
证以及学生防疫本即可入学就读。

名校班级里
,

非本校学区学生不少
� � � 8

月
31

日上午， 家住建设路
的九年级学生卫港到河中学报
到。 当初入读七年级的时候，按
照学区划分， 他报名就读了市
六中。 在市六中学习了一个月
之后，父母就托关系、找熟人，

花了
1

万多元， 把儿子转学到
了河中学。 卫港小学期间品
学兼优，获得过两次“河区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 他说，在市六
中的学习经历很煎熬。那一届七年
级共两个班，每班只有十几个学
生，课堂上老师讲课他听不懂，同
学不是低头看小说就是动手玩手
机。 据卫港介绍，在河中学，

像他这样的不属于学校学区范
围内的有很多， 以他所在的班
级为例，有

70%

的学生跟他的情况

如出一辙。

市九中九年级学生蓉蓉告诉
记者，每到学期中间，附近的几个
班级都会有其他学校学区的学生
转过来， 这让班里的人数越来越
多，很多班级都有

80

多人。一到夏
天， 就算把全部门窗和电扇打开，

班里也热得像个蒸笼一样，个别同
学还会中暑。

为了上名校，家长拼金钱拼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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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上午， 记者来到市
九中， 学校的三个年级都还没开
学。 在学校门口，楚成惠和朋友陈
女士对着贴满了该校各班班主任
的照片及简介的墙壁驻足了很久，

两人一会儿讨论， 一会儿拨打电
话。经了解，陈女士家住吴家店镇，

看着市区的孩子都往“名校”挤，她
也想为自己孩子打听点门道。 因
此，她就找到楚成惠帮忙。

楚成惠居住在楚王城，她的儿

子今年刚从市九中毕业，

3

年前，

为了能让儿子上“名校”，她又托关
系又花钱， 这其中的曲折和复杂，

像是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孩子刚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
操心了，这中间我们也是隔段时间
就跟人家打个招呼，生怕人家忘了
我孩子的事儿。如果你家孩子不属
于这学区，想上学的话你就准备打
一场持久战吧。 ”楚成惠说。

8

月
31

日下午， 是市九中七

年级新生分班的时间，在贴着分班
表格的几面墙前，记者再次遇到陈
女士， 她开心地说：“班也分好了，

据说这个班的班主任教得还挺不
错， 这回心里面的石头总算落地
了！ ”

“作为家长， 天底下的父母都
会全心全意、尽其所能地为孩子创
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多大劲使
多大劲，择名校选名师都是一切为
了孩子。 ”陈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