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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拼名校

报奥数班，托关系找门路

04 深读

幼升小、小升初，

“四月比信息，五月比孩子，六月比大
人，七月比钱财。”无论在哪个城市，“幼升
小”、“小升初”都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

夏日来临，合肥市公办小学、初中的报
名进入白热化，无数家长在想尽办法，试图
把自家孩子“塞”进名校。

星报记者连续多日走访，见证合肥家长
艰难的中国式“名校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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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周二。对于合肥的楚女士来说，这

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合肥幼升

小报名开始。而她的任务，是把6岁的儿子“塞”

进眼前这所“名校”。

凌晨4点排队，这都不算什么，相比上午只

放150个号，眼前这数百人的队伍，还是让她有

些担心。

“只要能尽早排到号，别说4点，就是整夜排

队也值得。”说着，她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哈欠。

“一直排队排了四个小时才轮上，看着前面排

的长队，感觉自己是‘龙的传人’。”另一位家长王

先生自嘲地说。

现场：为排号，凌晨4点排队

考生：为考名校，“跟风”奥数班

“你报奥数班了吗？”今年年后刚开学，合

肥市庐阳区某小学六年级的王顺（化名）就问

起了同桌。在她看来，这无疑是父母给自己

的枷锁。

“人家都在学，你不学行吗？”妈妈苦口婆心地

说。为了这场“战役”，她和丈夫足足准备了3年。

3年前，为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举家

来到合肥打工。没有学区房，又不甘心上普通学

校，王顺只能报考自主招生的安大附中。

“没有补习，那些好学校就考不上，咱不能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听到邻居的这句话，妈妈一

口气给儿子报了两个奥数班。“还有的学生上三四

个奥数班呢！”她说。

好在经过努力王顺终于考上了安大附中。

无奈：为选好学校，托关系不下30人

葛文（化名）家住在合肥市淠河路与青阳路交叉口附近，学区

划归为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中学，她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附近的

另一所名校。

“我有个同学在那里当老师。我听说他们学校每个老师可以

给一个学区外学生照顾的名额。”葛文说，去年9月她就来到老同

学家，请求帮忙。

此后，葛文每天焦急等待。为了防止出“意外”，她同时给孩

子在原本学区所属公办中学和私立的西苑中学报了名，并在西苑

中学交了2.8万元“定金”，确保学校将孩子的名额留到开学前。

“公办名校是首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上。西苑中学很贵，是不

得已的选择，原本学区的中学是最后选择。”葛文说。

等待是煎熬的。7个月后的今年4月，好消息传来：那位老师终

于答应把自己照顾的学区外名额给葛文的儿子了！

对此，记者与葛文所说的学校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该负责

人对此情况予以否认。他告诉记者：“按照规定，学校招生由教育主

管部门统一负责，学校没有招生权，因此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准备：一口气报名3所学校

今年“六一”过后，妈妈李灵（化名）发现女儿写作业的时候会

哭。“为什么哭呀？”无论李灵怎么问，孩子就是不开口，还一个劲

地在作业本上用力划。哭完之后，又转身跑进卧室，不再出来。

后来，在和奥数补习班老师沟通后发现，孩子在班里也出现

了厌学情绪。

为此，她特意早早下班和女儿聊天。“不想上补习班，我不想

考好学校，太难了！”说着，女儿又哭了。

“看着孩子学得直哭，当妈的咋会不心疼，可我不能心软，你

看人家孩子都报那么多补习班，咱不能落后啊！”妈妈难过地说。

学生：补习补到哭，称太难了

张贴在校外的报名须知

自从女儿上幼儿园，陈雯（化名）和丈夫的争执就开始了。由

于学区调整，陈雯在潜山路附近的家被划归到某小学所属学区，

为此，她只好四处托关系找门路，试图进入更心仪的安居苑小学。

对此丈夫认为，上个小学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但这话陈

雯却不爱听了：“大家都在拼名校，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于是，从今年2月起，陈雯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找关系，前后

找了不下30个人。眼瞅着就快有着落了，可最后还是出了意外，被告

知安居苑小学上不了了。

这消息就像是晴天霹雳，把陈雯一下子打回原形。为此，夫

妻俩还大吵一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