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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一旦采用

即付稿酬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点题!报料邮箱"!""#$%!&'()*!()+

民生分析

! ! ! !小雨是奉贤区明德外国语小学一年级学
生，他的家是上小学前刚刚从洪庙搬到学校旁
的新小区的，理由就是这是学区房。“在报小学
前，我特意打听了一下，也到学校来看过，发现
这里的课程特别丰富，活动也多，好像很适合
我家儿子，因为小家伙比较内向，胆子也小，就
希望他能进一所鼓励学生多实践、多探索的学
校，而不是拼作业、拼考试的学校。”小雨的父
亲说，这房子还真买对了，学校也选对了，值。

郊区学区房也抢手
在明德外国语小学，像小雨这样慕名买

学区房成为对口生的孩子还有许多。该校开
办才两年三个月，是奉贤区第一所外国语小
学，位于南桥新城大型居住区四标段，属公建
配套的项目。从办学伊始，学校就提出了“高
起点，高品质，国际化，有特色”的办学追求目

标。正是有了这样一所高标准的公办学校，一
下子将学校所处的小区房价提高了许多，特
别是一家大型房企建造的社区商品房，房屋
每平方米单价已经从开盘时的 !""" 元上涨
到了如今的 #$%""元。

如今的学区房，不仅中心城区抢手，就是
在近郊、远郊也同样很吃香。位于奉贤区广丰
路附近的金海社区，对口的初中是金水苑中
学，这也是一所公建配套学校，今年 !月才落
成开办。然而，意外的是，自从有了这所学校，
才小半年时间，小区的房价每平方米噌噌地
往上涨了好几千元。新招的 $年级两个班，一
共 $&名学生全部来对口就近入学，小区里几
乎没有一名学生外出择校。

国外家长也被#传染$

古有孟母择邻而居，如今，为了孩子获得

优质教育而买房、搬家的情况，也并非国内独
有，甚至还“传染”到了国外。上海姑娘王方如
今旅居加拿大，在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出
于兴趣在多伦多教师学院继续修读教育学课
程，同时，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记
者，之所以选择在多伦多约克区买房，正是看
中了该区较高的教育水平。由于这一区域近
年来有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华人新移民
涌入，华人又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
促使该区中小学水平整体排名靠前，也使得
这一区域房价节节攀升，成为整个多伦多地
区房价“新贵”。
“优质学校引得学生近悦远来，推高了周

边对口小区房价，小区房价的急速上蹿又让
对口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响。这就是所谓的‘学
区房效应’吧。”这正是不少家长的看法。

! !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多校划片”终能令学区房退烧？
!!!破解义务教育"择校热#难题$上篇%

! ! ! !为什么近年来学区房始终高烧不
退？奉贤区金水苑中学校长宋勤标说，首
先还是教育的均衡化达不到老百姓的满
意度。当然，做到完全均衡是很难的。家
长总会觉得教育是不均衡的，学校有“好
坏”差异，哪怕硬件都是一样的，都是
“好”的，也可能在师资上存在差别，那么，
家长就会总想着把孩子送到师资“强”一
些、教育质量更“高”一些的学校去。
“现在上海的学校，硬件已经基本不

是问题了，家长对学校的办学条件也不
会有太大的意见和要求，校际间的办学
经费也大体相当了，但真要给学区房降
温，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问题的。”奉贤
区明德外国语小学校长胡爱花说，学校
所处区域间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
差异，正在成为择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在郊区尤为明显。有的学校处在生源
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有的学校的
生源家庭背景整体上要高出不少，这
样，稍稍有点条件的家长，就会想办法
把孩子从“较差”区域的学校转向“较
好”区域的学校，通俗地说，乡镇的孩子
喜欢往城区学校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总有家长喜欢去花大价钱买优质学
校旁的学区房了。

而在教育时评专家熊丙奇看来，推
行多校划片入学，虽然可以缓解择校热，
但如果学区之间以及划片学区内的学校
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办学质量差异，那么，
多校划片入学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当
学区内的学校办学质量差异很大时，学
区内的择校必然暗流涌动。电脑摇号派
位当然是一种分配名额的方式，但这种
方式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必须确保所
有学位都拿出来摇号，不能保留部分名
额。其次，在电脑摇号时不能有暗箱操
作，应当由纪委和监察部门以及家长共
同监督摇号。”他说。

! ! !本报记者 王蔚

电脑派位 对口多校
今年 &月 &#日，教育部在大城市义务教

育招生入学调研座谈会上做过相关部署，要求
各城市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
城区，推广热点小学、初中多校划片，合理确定
片区范围，缓解学区房问题。各片区内热点小
学、初中招生名额占该片区招生总名额的比
例，片区间要大致相当。此外，还要整体设计小
学入学、小升初及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办
法，努力实现过程公平。重点大城市范围从
'%#(年的北京、上海、广州等 #!个城市，增加
了郑州、福州、南昌、长沙、贵阳，总计 '(个城
市，要求这些城市所有县市区 #%%)的公办小
学、!%)的公办初中要实现划片入学。

仅仅相隔 '%%多天，最近，教育部在召开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 *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
时，针对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教育资源不均
衡问题，又再一次重提鼓励地方部门多校划
片，给学区房降温。相关人士分析，教育部多

次重提多校划片，主要针对日益突出的学区
房问题，随着该政策的逐步落实，学区房优势
或将减弱。

过去买学区房，是铁定能进向往的学校
的，但今后未必了，因为有多所学校参与划
片，即使买了学区房，也可能进入别的你并不
想去的对口学校。对于这样的几近“残酷”现
实，慎重购买高价学区房，很可能成为家长们
的不二选择。

据中心城区一位长年负责招生工作的人
士介绍了实现多校划片后的入学路径。一般
来说，只要入学半径离对口小区在 '公里之
内，都可算是就近入学。比如，某幼升小的孩
子小甲，他所居住的小区以前是对口 +校的，
现在可能有 ,校和 -校也参与到这个小区的
对口招生中来，片区扩大了，对口学校也增多
了。这样，小甲同学就可以在 +,-三所学校
中自由选择一所学校入学。如果报名学生少
于学校的招生计划，那么，这样的“自由选择”
就不成问题了。而当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

数时，就会采用电脑派位的办法，以类似抓阄
的方式确定小甲究竟进入三所学校中的哪一
所。恰是在这样的多校划片“游戏规则”下，买
学区房的优势很可能就荡然无存了。

户籍房产 细化标准
在上海，给学区房降温的措施也频频出

现。市教委负责人多次表示，所谓“学区房”的
概念，并不受到官方认可。本市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而“就近”并
非“最近”，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公
办学校的资源配置状况和义务教育适龄学生
的分布和需求状况，确定辖区内公办学校招
生入学范围和招生人数后，为每个孩子提供
“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学额。也就是说，随着
地区内适龄儿童数量的变化，每所学校对口
的街道居委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尽管如此，一些多年对口名校的小区仍
受到追捧，房价也一路飙升。甚至产生一套房
子内，连年都有适龄儿童入学的“怪事”发生。

为防止炒作所谓的学区房，保障适龄儿童入
学的公平公正性，'%#(年起，静安区率先出台
新政，严格规定“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
同校对口入学机会”。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市教
委认可。从今年开始，市教委鼓励各区参照静
安经验，一个门牌号、一个居住户，五年内只
接收一名学生入学。

同时，“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
也从今年开始启用。由于有了这个全市统一
平台，每位适龄儿童只需也只能在一个区县
登记入学信息。原闸北区就明确，“部分学校
的入学需提供全家户口满 ' 年以上的户籍
证明及其他相关的配套证明材料，部分学校
实施 * 年内同一户籍地址只享有一次同校
对口入学机会”；黄浦、徐汇等多个区都规
定，当报名学生数超过学校计划数时，户籍
学生按照入户籍时间长短顺序安排入学，选
择在居住地入学的学生根据同住情况、购房
时间和居住年限等，由区教育局统筹按照“居
住地与房屋产权证（学生本人及父母）地址一
致!居住在直系亲属（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处!

居住在旁系亲属处!居住在租赁房产处”的顺
序安排。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师资均衡
让择校热降温编者按!!!

#学区房%买还是不买& $

'学区房会遭遇 (灭顶之灾)

吗& $连日来%有关学区房的话

题再度升温* 就在前几日%针对

学区房热%教育部提出了'多校

划片$思路%以彻底给学区房降

温* 教育部有关负责基础教育

的官员表示% 教育部正在考虑

推行多校划片% 也就是一个小

区对应多个小学初中% 让买了

学区房的家庭也不确定到底能

上哪个学校*

其实% 这已经不是教育部

首次提出给学区房降温的思路

和要求了* 然而%连续的政策高

压态势%学区房真能退烧吗& 抑

制择校热% 就真能做到教育均

衡吗&

争购学区房 在追涨和折腾间奔忙

招生规则突变 慎重购买高价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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