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近入学，“想说爱你不容易”

９

月
１

日，全国中小学迎来开学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 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落实
情况总体良好，但不少家长对学区房看涨、名校被
弱化、生源师资难融合等问题又有新忧虑。这项旨
在遏止“择校”痼疾的教育改革举措，依然期待更
多的体制创新和政策保障。

学区房看涨：从“择校”转向“择学区”？

开学第一天， 不少房产中介在北京市一些小
学门口搭起了售房招牌。今年，“就近入学”政策让
不少地方的“学区房”再火一把。

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房产中介发现，不少老旧小
区的房价因为“在片内”一夜飙升。如，青年湖小学和第
１７１

中学（优质资源校）结成“九年一贯制”对子后，青年
湖小学学区房两个月内每平方米上涨了

６０００

元。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了让儿子顺利就读第
４０

中学，范先生购买了学校附近一处高价楼盘。他告
诉记者，“就近入学”政策收紧后，很多缺关系、少门
路的家长都把“学区房”当成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

记者在第
４０

中学附近看到，一处名为“帝王国际”的
楼盘就在学校东北角， 每平方米价格在一万二三，

前来看楼询问学区房政策的家长络绎不绝。邻近打
着学区房旗号的楼盘，一平方米均能多卖

２０００

元。

２１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 政府
推行“划片就近入学”的初衷很好，家长期待孩子
上好学的心态更无可厚非， 但在校际间差距依旧
较大的前提下，新的“划片”政策有可能使“择校
热”转向“择学区热”。

但在山东省济南市， 一些热门的学区房成交
价上涨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从去年开始，济南市
中考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明确到

２０１６

年中考时，

普通高中要把招生计划全部分配到初中学校，择
校生不能享受指标生待遇， 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
大大缩小， 这让不少购买学区房或者准备择校的
家长变得犹豫起来。 也有不少家长在采访中表示
唯恐划片政策“年年有变”。

北京、石家庄等地教委负责人均表示，今后将
充分考虑适龄学生人数和分布状况、学校规模、招
生计划、交通状况等因素以及新建小区、廉租房等
难点问题，依据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为辖区
内每一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划定招生范
围，尽可能实现“无缝隙”、“全覆盖”。“如果确需调
整，我们将邀请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教育督导
等相关部门和家长代表参与， 进行审慎论证。”石
家庄市教委负责人说。

名校集团化：分校冲淡名校这杯茶？

作为北京市名校集团化办学的代表， 东城区
史家小学目前下辖

５００

多名教师和
５０００

多名小学
生，校长王欢是

６

个小学的法人。

“我的当务之急是做出‘史家标准’，让‘史家

小学’的品牌和质量在
６

所学校均得以实现，不能
让学生和家长失望。”王欢说。

作为“划片就近入学”的配套支撑措施，各地都
在大力推进名校集团化办学，即以名校与弱校“结
对子”的方式，促进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弱校流
动。然而，记者在北京、河北等一些地方走访时发
现，不少家长对结对子后的“弱校”实力依然心存疑
虑，甚至仍在想方设法送子女入读名校本校。

“分校过多是否会冲淡名校这杯茶，已经引起
了很多家长的注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认为， 各地名校大规模新建分校及合并普
通校， 如果仅是挂上优质校分校的牌子或是简单
照搬名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 未必能把原来
的普通校办成各方面水平与名校一样的分校。而
家长一旦看明白其中的端倪， 依然会挤破头抢优
质校，择校问题就会卷土重来。

熊丙奇认为， 名校集团化对于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确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要防止出现校中校、

重点班、快班、慢班以及变相的择校、择班现象。

生源大融合：师资流动跟不上？

北京市东城区织染局小学是一所普通小学，

以往每年入读该校的京籍孩子也就三、四个，其余
９０％

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而今年由于市里严格
落实划片就近入学政策， 片区内

３５

名适龄京籍儿
童全部入校。

“生源的大变化带来了家长阵容的大变化，也
对我们的师资水平提出高要求。” 校长王凤岭说，

近
１０

年来， 织染局小学家长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
化为主，

２０１３

年一年级学生家长中只有
７

人为大学
文化程度，而今年一下增加到

２０

多个。

储朝晖指出，从全国范围看，义务教育不均衡
已由过去主要表现在硬件上转变为软件的差距，

其中最突出表现在师资方面。 不少地方为实现教
育均衡建起了“漂亮”的薄弱学校，但家长不愿把

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进一
步缩小优质校和普通校之间的差距，促进教师、校
长资源在不同水平学校间正向流动。

“过去五年， 东城区对我们投入的力度非常
大。在硬件上，我们已经和资源优质校没什么差别
了，家长也看得到。在软件上，我们正在逐步发展
自己的特色，比如劳动技术、知心教育等，希望家
长对普通校也有新认识。”王凤岭说，织染局小学
和优质校黑芝麻小学已经结成深度联盟， 也将努
力促进两校教师交流。

此外， 往年一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
择校生比例超过

５０％

。今年“就近入学”严格贯彻后，

部分择校生被“挤走”，新老生源和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如何融合发展，也成为优质学校面临的新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当前不少大城市加
速推进的“教育均衡” 也在加剧城乡教育生态失
衡，一些城市学校面向全国招聘特级教师，造成师

资队伍“乡村空，城里挤，一级一级向上比”。

“乡村教育的墙角被挖空了，良性的教育生态
也很难真正建立起来。”储朝晖说。

（新华社北京
９

月
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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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信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篇目
一等奖（

64

项）

副词“已经”的主观情态功能考察张言军
我国服务价格与物价总水平波动互动关系研究李迎君
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非理性波动的检验魏文轩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从“大众话”到大众化胡亚云
马克思视域下艺术生产的“为何”与“何为” 王丹
乌托邦精神的式微和嬗变———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结尾的意

义杜昆
教育人类学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制研究———以河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例郑雪松
中国茶叶博物馆在茶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芦敏
40

年代上海沦陷区女性生命体验的“另类”书写———潘柳黛《一个
女人的传奇》透视李萍

中国传统书法元素在陈幼坚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卢敏
试论鲁迅书籍设计作品的审美特性潘静
河南省休闲体育市场现状及发展对策肖丽
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路径研究王德华
从司空图的理论来看唐代诗歌的语言张力杜巧月
论我国失地农民市民化制度构建李桂红
略论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之原告主体设置———从“癌症村”现象说

起柏孟仁
统一战线和谐发展与阶级阶层和谐发展蔡宇宏
黄国史牛长立
东西方哲学华夏说———现代科学技术认识条件初探崔卉等
对中考思想品德实行开卷考试的冷思考易学勤
清风大别大风清———清廉文化信阳行刘国栋
情之格调———读《离魂记》《倩女离魂》《牡丹亭》 张斌等
国内外典型物流园区建设的启示及思考吴红
浅谈春申君黄歇及其历史贡献张清改
心理资本视野下基层干部的压力管理石庆新
低碳流通体系优化改革思路探究周波
亦真亦幻痴女子———论婴宁形象的塑造王俊玲
加强渔业品牌建设推进水库渔业持续发展杨志强等
河南信阳市饭店业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对策研究陈果
基于符号学视域下的平面设计探析葛晖
劳动力资本化与人力资本的理论与实践敖翔
试析劳伦斯《公主》中两极对照的创作结构吴宏
信阳招商引资问题研究邱兴平等
创建信阳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问题研究熊元靖等
信阳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崔俊敏等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张丹等
宜居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张国锋等
打造信阳地域文化品牌问题研究张清改等
生态文明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路径研究———以平桥区郝堂村建设

为例周波（女）等
农村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祝强等
信阳产业集聚区建设问题研究李相浩等
建构在母语音乐文化教育下的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研究何鑫等
优化大学英语精读课程教学研究王臖癑等
评价理论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及方法研究张霞等
新时期提高高职大学生公民道德素质研究张伟等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蔡春燕等
基于高职院校绩效管理的课程改革研究张金付等
党员干部革命传统教育现场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王姣艳等
信阳方言语法研究吕杰等
《论语集注》与《经典释文》之音读关系考论钱倩等

普通高中新课程政治高效课堂研究许尚明等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付菲等
当代青少年信仰的引导和塑造杨建军等
高效课堂研究韩中强等
活动式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小学主题班会活动课的

践行与研究刘冬云等
语文教学真正进入“对话”课堂研究张厚平等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何世武等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错误”资源有效利用的研究张晓娜等
充分利用“班班通”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研究彭传新等
人才回流与产业集聚区建设问题研究———以固始县劳动密集型

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发展为例胡溢华等
高校建设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相关路径研究张曙光等
和谐社会和民主政府视野下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监督、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易善秋等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建设问题研究李俊章等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张保霞等

二等奖（

155

项）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的思考曹明贵
从动态能力视角分析企业创新管理能力———以苹果公司为例

方晓波
中原经济区旅游合作研究吴国琴
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漆向东
浅谈信阳旅游产品开发李梅
供给与需求视角下区域物流影响外贸增长内生性研究———基于

江苏省
1990-2010

年统计数据的非限制性
VAR

模型实证上官绪明
基于产业融合的河南省旅游新业态发展研究罗艳玲
教育信息化视野下大学生创业实训信息共享途径研究李辉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与融资相关性实证研究康俊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谌玲
中国财政性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

的实证研究袁庆禄
论《劳动合同法》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李伶俐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发展及其历史经

验———执政生态变迁的视角朱进芳
《诗经》学与诗学之关系赵婧
浅析开封街巷文化郭西梁
乔叶长篇小说《认罪书》：历史照进现实后的罪与罚吕东亮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思想新探杨文臣
青少年性格孤僻的成因及应对策略刍议张耀庭
时尚消费观的心理学解读：自我与社会王财玉
我国营利性学校的合法律性探析余中根
教师教育“双导师制”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研究王大磊
论课堂教学中的柔性管理刑思珍
大学生感恩与自我和谐的交叉滞后分析何安明等
废奴主义运动时期美国黑人报刊业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庞媛媛等
少林寺文化品牌三十年发展历程反思李海霞
明代饮茶方式的变革及名茶好尚刘双
清代土默特地区卡伦的职能及其管理黄治国
信阳民歌方言语音特征研究于立刚
论豫剧“豫东调”与“豫西调”差异性的史地因素郭德华
豫南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分析杜艳云
宋代礼乐制度影响下的鼓吹乐嬗变蔡菲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信阳乡土景观营建尹丽
当代高校艺术人才培养的缺失及其优化策略张春鹏
论城市品牌形象之维刘文忠
民间造物的文化阐释———以淮滨泥叫吹为例高正
青花斗彩的艺术特征及审美意蕴张睿

河南省城乡中学体育教育资源现状的对比性调查研究邱烈峰
看叶问解析传统武术文化的精髓张继华
河南固始话中的程度副词研究陈长旭
长篇动画《三国演义》中的君主形象及其文化内涵田华
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主题的多重视角表达冯莉颖
论新世纪以来民族现实题材电影的“现实”表达张松滨
思想是图书馆学界的话语权张瑜
中国“西部武侠片”的诞生及类型化模式探索董海颖
基于

RSS

订阅中心的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聚合研究刘军等
基于安索夫矩阵的高校图书馆竞争格局分析与对策龙文
高校图书馆校友服务策略研究王运显
“花式爱情” 神话原型的重建与解构———张爱玲与曼斯菲尔德爱

情观之个案比较姚光金
华裔男性刻板印象的解构与英雄本色的重构汪凡凡
大学生村官选管育用问题探析刁丽娜
弗洛伊德心理视角下解读《村子》 于淼
人与自然关系整合的原则和实现路径论析李东晓
校园文化对高师院校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姚新春等
浅析图书馆服务创新周玮玮
网络时代背景下的图书馆发展策略探讨朱翔
辛弃疾词中的豪雄悲壮之气探源杨建平
在政治课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和途径赵巧玲
邓小平在信阳期间的群众工作思想与实践蒋文俊等
解析大别山解放区的“急性土改运动” 祝辉
红廉大别山姬少华
颂歌传天下、音乐镌丰碑———独树一帜的信阳红色歌谣姬晓曦
加强基层统计基础建设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李相浩等
“十二五”平桥区农民增收及限制因素探讨江杰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诉讼化改造探析———兼论审判权的独立

行使与法律监督的冲突与协调乔书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陈丹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的政府公信力建设杨静
美丽中国永续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张齐发
信阳市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与支撑体系构建崔俊敏
渠道关系破坏性行为的原因分析鲁慧
浅谈电力物资部门办公室的创新与服务意识王振亚等
完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多维度思考郑玉秀
现代金融功能定位和金融创新风险及管理的探究曹树武等
德育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孙海云
从图像论到游戏说———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转变李梦明
怎样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毛天宇
高校构建大学生就业教育机制的思考刘光英
毕巧林心理现象的几点启示李小艺
性格决定命运———《鲁滨逊漂流记》带给我们的启示阮蕊
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吴国琴等
信阳市红色旅游竞争力研究谌静等
信阳市新型城镇化研究赵俊远等
信阳市绿色食品营销策略研究李正等
信阳市红色旅游产业政策研究余兵等
信阳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产业问题研究吴磊等
信阳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谭少鹏等
创建潢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区问题研究朱同留等
促进信阳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问题研究郭俊玲等
茶文化与生态信阳建设研究程亚萍等
信阳市绿色食品发展问题研究———以绿色畜产品为例刘金海等
将信阳建设成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问题研究黄波等
信阳市中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李光霞等
潢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研究李祥永等
信阳中小星级酒店融资结构研究张宏丽等

提高信阳产业集聚区建设的质量和效益研究张臻等
信阳茶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张欢欢等
信阳产业集聚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商宪丽等
生态优势背景下的信阳潜在产业的开发与发展研究游庆超等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以信阳市为例雷雨等
高铁时代对信阳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吴红等
信阳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及对策研究曹树武等
文化建设在魅力信阳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张冬梅等
转型期县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石庆新等
信阳市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付凯欣等
基于信阳茶文化的视觉传达专业教学研究何伟等
论信阳地域文化在广告招贴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王伟等
基于图式理论的独立学院英语阅读教学模式研究高云等
职业院校网络舆情与思想教育互动关系研究齐礼良等
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周莹莹等
信阳市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黄光玲等
专科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调查调控策略研究朱建梅等
信阳高校文化建设与道德培养关系研究肖亮等
依托产业聚集区开展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研究贾惠婷等
基于学生数学学习状况的高职数学课堂教学改善研究刘光英等
高职院校计算机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李梦明等
高职院校学生道德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楼树美等
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的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研究朱燕鸣等
基于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高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型建构研究

施家瑞等
高职课程质量问题研究———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张历凭等
高校文化建设与道德培养关系研究杨玉霞等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景观设计研究刘亚梅等
教育类学生职业胜任力结构模型研究李国志等
高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现状及对策研究李林等
信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反哺的实践研究金鑫等
玉老田荒，词坛殿军———张炎词研究梁洁等
豫南民间艺术资源的分析与开发利用张应辉等
庄子生死观探究冯登立等
息县乡土文化与历史教学研究乐因恩等
心理测试在高中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尝试杨晶晶等
历史兴趣教学探究徐泽林等
活动式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究黄家军等
充分利用“班班通”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研究宗自豪等
小学课堂教学绿色生态环境创设研究殷华等
小学生体育与健康成长研究芦珊珊等
关于高效课堂的研究陈艳等
利用电子白板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策略探究李永鹏等
建设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王世安等
物理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高焕明等
农村小学留守儿童教育策略研究江小华等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机整合的实验与研究唐克念等
新课改背景下初高中数学教学衔接的探索与研究黄士斌等
小学数学大班额教学中小组合作有效性研究郝玲等
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研究叶庆如等
如何利用数学课堂教学中的错误资源杨霄等
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吴国民等
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研究丁一桓等
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究李晓艳等
地市党报如何宣传生态文明建设———以《信阳日报》为例高晶晶等
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模式研究李素梅等
高校图书馆面对大学生浅阅读现象研究刘红等
建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王瑞等
网络侵权责任法律规则实施研究余中根等
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法律问题研究江义红等
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杨静等
网络侵权责任分担研究程艳等
哲学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作用研究柯涛等

三等奖（

92

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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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信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于日前评审结束，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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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二等奖
155

项，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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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现将其中一、二等奖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自公布之日起一周内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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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362 636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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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新学期，孩子就近上学了吗？

小学就近入学、 小升初多校划片入学、 取消
“共建生”……新学期开学，新华社记者在一些地
方走访：一系列遏止“择校”的利好政策严格落实，

孩子们是否能就近上学？

告别择校的躁动与奔走
“想都没想过，我们这种工薪阶层能把孩子送

入史家小学。”接受记者采访时，家长刘长松掩饰
不住激动的心情。

根据北京市今年严格执行的划片就近入学政
策， 一批原计划入读遂安伯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全
部进了史家小学。这两所小学，前者是默默无闻的
普通校，而后者则是全市属一属二的名校，也是过
去择校的重点对象。

据了解， 今年北京市小学和初中就近入学比
例分别达到

９３．７％

和
７６．８２％

。东城、西城、海淀、丰
台等区“小升初”采取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比例首
次突破

８０％

。

今年初，教育部相继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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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
作的通知》， 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个重点大城市实行
划片就近入学政策。各地纷纷“出重拳、下猛药”，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告别择校的躁动与奔走。

在河北，就近入学不是笼统概念，而是量化指
标：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划片就近入学”的
新生比例不得低于本校当年招生人数的

９０％

，择
校生招生比例必须减少到

１０％

及以下。

“一旦成为符合条件的片内适龄儿童少年，公
办学校就要

１００％

保证就近入学，不得拒绝。”石家
庄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

北京、山东、河北等地不少家长表示，今年管
理比较严格，只要在片区内，即使是热点名校，家
长不托关系、不找门路、不送钱送物，都能比较便
捷地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

“就近入学”不等于“最近入学”

“山东师大附属小学雅居园校区就在我住的小区
对面，一条马路之隔，但是我家小孩不能到这个学
校上学， 只能到

４

公里外的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上
学。”济南市黄金时代小区一名刘姓业主向记者反映。

济南市高新区社会事务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山师附小与雅居园小区开发商签署入区办

学合同， 招生范围系雅居园小区购房业主的直系
适龄入学儿童，合同终止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目前山师
附小雅园居校区教学资源紧张， 仅能接受雅园居
小区的适龄儿童。 黄金时代小区是高新区第一实
验学校的学区氛围， 所以黄金时代小区的适龄儿
童应到这所学校就读。

这名工作人员还解释说，“就近” 不等于“最
近”，不能因为黄金时代小区离山师附小雅园居校
区最近，就一定要到这所学校就读。除了距离，还
要考虑到学校教学资源是否允许。所以，“就近”的
准确含义是“相对就近”。

“就近入学，应是以步行距离为标准，孩子可
以比较轻松的上学，非要坐车，也应有直接的安全
的公交线路，站数不宜太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政府大力倡导“就近入学”

值得称道，但还要细化工作，进一步界定“就近”概
念，避免产生误解，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同城待遇”

新学期开学， 山东省济阳县经商的外来务工

人员刘金才有了意外之喜：“我家小孩今年该上一
年级，本来只能到定点学校就读，离最近的济北小
学也有三四里地。现在孩子就在县实验小学上学，

接送起来方便多了。”

今年济阳县试点取消外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
制度，实行划片招生，按照城区居民子女的划片招
生范围就近入学。在济阳十中、县第二实验小学、

济北小学、济阳街道中心小学原
４

所定点学校的基
础上， 将城区内的公办学校全部对外来人员子女
开放。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子女，将根据居住地，

按城区居民子女的划片招生范围免试就近入学，

达到城区学校服务全覆盖。

“阳光入学对所有孩子都应一视同仁。”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教育局局长鲁性瑜说， 今年全市
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入学率之所以达到

１００％

，靠的
就是在属地政府密切配合下，严格执行了国家政
策。其中，该市青山区成立了由区委组织部长、分
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教育局长等组成的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结合学校布局、各学区学生分布人
数等实际，按照“房户统一”原则，公开招生指标、

名单等办法， 使得户籍地适龄儿童青少年全部实
现就近入学。同时，根据各校空余学位，相对就近
安置了学区内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赢得社会
好评。

（新华社北京
９

月
１

日电）

□

新华社记者丁静吴晶施雨岑
王思北齐雷杰娄辰

□

新华社记者刘奕湛吴晶丁静胡浩
娄辰齐雷杰贾立君

艰难前行 新华社发程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