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做客本报“ 两会热线”与市民聊基础教育
择校？不如看看家门口的新优质学校

A04 特别报道
2013年1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郭漪 美术编辑 王丹华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发布厅

家长戴女士的儿子在黄浦区一所小学
上三年级，回家后曾不止一次地跟爸爸妈妈
反映，老师上课时就跟学生们说：“ 你们好好
读书今后可以上华育，不认真只能上这里的
对口中学。”戴女士很是担忧，现在连学校
都给学生这种暗示，今后她如何放心让儿
子就近入学？而且，如今大家判断好初中的
标准都已具象到“ 升学排行榜”了。昨天中
午，戴女士就此向做客本报“ 两会热线”的市
人大代表、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请教。

“ 我很理解，但是请您千万不要纠
结。”倪闽景首先宽慰这位家长。倪闽景指
出，其实，初中之间的差距并没家长想象

得那么大，华育等民办初中升学率高，因
为里面的学生都是千里挑一汇聚来的好
孩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应。一
些孩子即使进入了这样的好初中，也会因
为不适应而导致成绩变差。家长最终后悔
的也不是没有先例。此外，现在的重点学
校学生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有学生为
了胜出采用了非常恶意的竞争手段。

“ 很多时候，都是看起来很美。”话锋
一转，倪闽景指出，其实，如今对于公办学
校来说，政府的投入都是一样的，包括教
师、软硬件的配置都做到统一。过去是政
府对某些学校投入比较多，导致一些学校

发展的基础比较牢固，如今这种投入上的
差距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强调，合适孩子
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而并非一味追求升学
排行榜。根据我们的测试，发现这些所谓
好学校里的学生幸福度并不高，而一些

‘ 普通’学校的学生，假以时日发展却很
不错，让家长反倒改观了。”

“ 与其道听途说被谣言搅得心神不
安，不如家长实地去走走看看，家门口就
有新优质学校等着你。我们今后也会建议
更多的学校举办开放日，让更多的家长和
学生了解自身的办学理念和特色，给大家
更多的信心和信赖。”倪闽景建议道。

本报“ 两会热线”继续
邀市民与代表委员互动

参与电话：61933111
青年报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刘昕璐 上海“ 两
会”在即，本报从昨日至24日开通“ 两会热
线”61933111，并特邀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在中午时段（ 12：15! 13：15）做客本报，
倾听百姓的急难愁盼和对今年“ 两会”的
期待。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网友与

“ 青年报”微博互动。
欢迎您继续拨打本报热线。我们也期

待各位读者、网友与“ 青年报”新浪与腾
讯微博展开互动，征集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公开@或者私信，随您喜欢。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2013年1月27日召
开，2月2日闭幕，会期七天；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于2013年1月26日至31日举行，会期六天。

》做客本报“ 两会”代表、委员
1月22日星期二
市政协委员、上海金融学院法学院院

长、教授薄海豹
1月23日星期三
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工作顾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
共政策学院院长梁鸿

1月24日星期四
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律师协会监事长

厉明

民盟上海市委：
解决“ 三不”问题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工资集体协商在
本市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未普及大部分
企业，对此，在即将召开的上海“ 两会”
上，民盟上海市委将提交一份集体提案，
为职工争取工资权益建言献策。

据市总工会统计，至2012年上半年，
全市签订工资集体合同1.7万余份，覆盖企
业11.2万余家，覆盖职工358万余人。该覆
盖率仍然偏低，并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倾
向，主要原因就是“ 企业不愿谈”、“ 工会
不敢谈”、“ 职工不会谈”。民盟上海市委
指出，应解决这“ 三不”问题。

对“ 不愿谈”的企业，民盟上海市委
建议，可通过出台一些让利政策引导企业
确立工资集体协商的社会责任，比如规
定：凡是提供工资集体协商合同文本的企
业，人社部门在核发工资手册、工商部门
在通过年检、外经部门在准予年审中，可
给予特别奖励。

现有的工会由于对资方存在依附性，
也往往对工资问题“ 不敢谈”。民盟上海市
委在提案中建议，关键要增强工会的独立
性。建议政府应鼓励劳资双方大力开展行
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树立工资集体协商由

“ 企业为主”转为“ 行业为主”的新模式。
一些职工对工资问题有较高的热情，

但却不知从何谈起，民盟上海市委表示，
对此，关键在于培养职工参与和监督工资
集体协商的意识与能力。提案建议，政府
应积极推动工会对职工进行培训，教育职
工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方式而不是以暴力
化行为解决工资诉求，训练和组织职工努
力行使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协商谈
判、草案审议、履约监督等方面的技能，从
而真正实现职工群众与企业协商共事、机
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的理想目标。

本报“ 两会
热线”昨天中午起
开通，来自教育领
域的市人大代表倪
闽景作为首位接线
嘉宾如期亮相。一
小时的时间里，代
表 现 场 回 应 了 15
名读者的来电以及
微博提问，即使是
在接线，后续电话
依 然 在 不 断 地 拨
入，而这期间代表
几乎无暇喝水。我
们的读者也明显提
前做了功课，针对
嘉宾擅长的专业领
域集中发问。

代表还细心做
了个统计，其中不
少 都 是 纠 结 的 家
长。对于为择校而
倍感左右为难的家
长，代表和读者交
心地说：“ 对于一
窝蜂不顾实际地择
校，其实真的得不
偿失。”
本报记者 刘昕璐

昨天的热线时间还吸引了不少“ 80
后”双职工家长。陈女士的女儿明年就要
上幼儿园了，她已经开始为接送时间犯
愁。“ 双职工家庭下班时间都比较晚，幼儿
园3点半就结束了，这让我们不和父母住
的家长不知所措。”

对此，倪闽景回应说，国外的校车系
统很发达，通常校车的上下车点离家就很
近了，而在上海一直提倡就近入学，但因
为择校的存在，不少孩子其实从家到学校
的距离还是很远。“ 我们一方面提倡邻里
互助、附近的小孩可以一同接送外，也鼓
励学校开办免费的晚托班。”倪闽景认为，
这个事情要全部由政府来解决并不切合

实际，相反，更多是主张各方面各自承担
一点，类似学校的“ 城市少年宫”项目、政
府买单社区活动中心活动，乃至社会中介
机构的培育，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位家长就“ 最近雾霾天时不时
造访申城能否推迟上学时间” 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据了解，该家长每天早上6点多
就要出门，她觉得空气质量很糟糕，能否
推迟上学时间。倪闽景指出，8：15这一上
学时间在世界范围来说都不算早，“ 如果
能就近入学大概就好多了吧。”倪闽景也
和对方调侃起来。对家长因择校而每天在
接送上花费大量人力精力，倪闽景始终不
主张。

至于雾霾天影响学生健康，倪闽景
说，本市已经建立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户
外活动空气质量预警联动机制。当空气质
量状况达到或超过预警阈值后，环保部门
将及时通知全市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采
取措施调整学生和幼儿户外活动的时间。

一位家长还向倪闽景反映，孩子在
嘉定一所中学就读，但沿途没有公交车，
每天自己接送非常不便。倪闽景坦言，由
于郊区地大、学校远，接送矛盾可能更为
突出。对此，将就此事进一步向嘉定区教
育局了解情况，看是否可以协调学校安
排班车，或与相关部门协商合理布点公
交线路。

对于家长还纠结的“ 普通初中学生升
学怎么办”，倪闽景说，归根结底是要办好
每所初中学校来缓解“ 择校”压力。

根据《 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在实行全
市初中统一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基础
上，高中阶段入学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统
一招生录取的办法，逐步扩大学校自主
招生比例。

除此之外，还将完善初中学校优秀毕
业生推荐进入高中学校的制度，逐步扩大
优质高中将部分招生计划均衡分配到初
中学校的名额（ 简称“ 名额分配”），到
2020年优质高中“ 名额分配”比例将不少
于学校招生计划的60%。据称，目前这一比
例已经达到48%，这几年将逐年递增。

“ 因此，即便进了一所普通初中，只
要自己表现好，相对而言反而更容易争取

到‘ 名额分配’或是推优名额。”倪闽景
提议道。

倪闽景还提醒到，对于那些试图中途
转校为争取名额的现象，目前，市教育部
门也从政策上予以了防范。根据规定，这
些名额只能给那些在籍在读满4年的学生

“ 特享”，“ 电子学生证就是最好的记录，
而且最终的学生名额也将进行公示，群众
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倪闽景对此说道。

!：如何放心让孩子就近入学？

鼓励学校举行校园开放日

!：普通初中学生升学怎么办？

通过名额分配，其实反倒有优势

!：双职工没时间接送孩子，如何解决？

鼓励邻里互助和学校开出免费晚托班

昨天中午，倪闽景代表和本报记者在接听热线电话。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