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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小升初系列政策调整，引发热议

“最严厉”政策治理乱收费
明令禁止收取与升学

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在 2011 年政策的基础上，今
年的《入学工作意见》明确提出将

“重点就公办学校通过考试、培训
班等形式选拔学生，收取与入学挂
钩的捐资助学款，公办学校举办校
中校，其他严重干扰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秩序的行为，以及区县教委建
立和落实控制跨片流动审核制度
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这也被看
作对年初颁布的“教八条”中禁止
占坑班和通过考试方式招生和收
费的回应。

在《入学工作意见》发布第二
天，北京市教委、市纠风办等 7 部
门联合下发《规范收费工作意见》，
明确指出：“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免
试、就近入学，严格学籍管理。严
禁在义务教育阶段以任何名义收
取择校费、报名费、测试费和借读
费。严禁通过跨区域招生、招收特
长生、组织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
公办学校以民办名义等方式招生
的乱收费行为。”“严禁学校以任何
名义收取与学生入学和招生录取
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正常捐赠收
入一律由市、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核收取、
向捐赠人开具规定的捐赠票据，收
入按照相关规定全额上缴同级财
政，纳入预算管理；向中小学捐赠

的设备等要全部上缴区县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有关人士认为，明令禁止收取
与升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这是义
务教育阶段入学的一大进步，但在
实际施行过程中，还需要加强监
管，落到实处，不然，还会演变出其
他方式收费，滋生更多问题。

“五证”增加非京籍儿
童入学难度

2011 年 的 小 升 初 入 学 办 法
中，对于无本市常住户口的适龄儿
童、少年，因家长在本市工作或者
居住，需要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
的，只需持家长在京居住证明、户
口簿两证，即可开具在京借读证
明，联系中小学就近入学。但随后
即取消，恢复五证的要求。

在 2012 年的文件中，非本市
户籍儿童入学仍然要求“五证”：暂
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
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
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
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部主
任刘胡权认为，“五证”的要求无疑
增大了非京籍儿童的入学难度。
仔细分析这“五证”，在京实际住所
居住证明要求有稳定、规范的住
处；在京务工就业证明要求监护人
有稳定的职业。这对于那些有较

高学历、较高的经济收入、体面工
作的城市新人来说是容易的，但对
于生活在最底层的流动人口而言
却是十分困难的。“这一政策对于
其他省市来京的优秀人才来说并
没造成什么影响，但却明确地向社
会地位较低的农民工子女说了

‘不’，明显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
平的追求相违背。”

京籍家长热议“跨区择校”

在此之前，名校较多的东城、
海淀、西城三区相继发布了关于小
升初跨区手续的办理通知。其中
东城和西城均要求学生有该区户
口，或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该区的
房屋产权证。海淀区更为严格，要
求学生全家均为海淀户口，或学生
本人为北京户口，父母一方有海淀
区的房屋产权证。这意味着即使
通过买房择校也必须有北京户

口。而对于“教八条”中提到的 3
年内将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例降
到 10%以下的要求，三区的通知中
均无明确的说法。

对于这样严格的规定，不少京
籍家长提出不同看法。“照这个文
件，外地户籍入学有个租房协议即
可随便跨区，本地户籍去西城、海
淀没有户口就得在那里买房子。
以房屋租售价格比计算，给本地户
籍设置的门槛比外地户籍高出几
十倍。”这位网名为“Fiona”的家长
认为，这样的导向只会炒高学区房
价格，让“拼爹”的现象更加严重。

更多的家长则认为，教育资源
的均衡化才是治理小升初问题的
根本措施。“全市通盘考虑，将教育
资源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分配，确保
每个区县都有好的学校，确保每个
学校都有好的老师，全面提升师资
教学水平，这才是治本！”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荟

今年 2 月，教育
部联合发改委、审计
署，共同印发了《治理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
收费的八条措施》
（“教八条”），对义务
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
现象提出了六个“禁
止”和相关的监督、问
责机制，被称为史上
治理择校乱收费“最
严厉”的政策。

5月，《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关于 2012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入学工作意见”）
正式颁布。全市性的
小升初政策发布之
后，各个区县也随之
公布了本区县的具体
措施，相比往年没有
明显变化。随后出台
的《关于2012年北京
市进一步规范教育收
费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规范收费工作
意见”）则对受到众多
非议的“捐资助学款”
进行了严格禁止。

5月12日，北京某中学小升初特长生开始报名，家长和孩子在排队。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