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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繁華的北京南城一路往南，高
樓、車流漸次稀少，經過一片

又一片參差不齊的莊稼地，到達京郊
大興區新建鄉。沿崎嶇小路前行，在
一排民房中間，可見一扇敞開的門，
上面裝裱 四個金色大字—「田園學
校」，這是目前北京碩果僅存的幾所「無
證」打工子弟學校。去年，北京市掀起
一股聲勢浩大的民工學校關停風潮，有關部
門原定在朝陽、海淀、大興三個區取締24所
「無證」打工子弟學校，但因為各區提供的10
多所安置學校承載能力基本逼近極限，大興區
計劃取締的4所打工子弟學校，被政府告知延
期清理、在原址繼續辦學，因而田園學校、育
紅學校等最後奇跡般「劫後餘生」。
這裡是北京南部典型的城鄉結合地，周邊緊

鄰一個大型蔬菜批發市場—新發地，所以學校
裡的學生家長絕大多數都是外地在京承包田地
種菜的菜農。這裡沒有大城市學校應有的
滑梯，沒有塑膠跑道，沒有光聲影俱
全的小禮堂，但是這個逼仄的天地裡
承載了他們全部的童年和歡笑。
六一來臨，校方在操場裡佈置了一

個簡單的小舞台，準備在兒童節當天組
織全校500多名師生一起搞慶祝活動。
時值午休時間，剛吃完中飯的孩子們顧

不上休息，穿上並不華麗的服裝，興致盎然
地綵排 《感恩的心》—「我來自偶然，像
一顆塵土，有誰看出我的脆弱。我來自何方，
我情歸何處，誰在下一刻呼喚我⋯⋯」

留城學費貴 回鄉無親人
與低年級小朋友不諳世事的快樂相比，已經六年級的小雲（化名）則多了一

些「成長的煩惱」，她心事重重地趴在午後的課桌上，對窗外的歡慶氣氛置若罔
聞。這位來自山東菏澤的姑娘，再過幾個月就要小學畢業，「小升初」的變化
令十三歲的她面臨回鄉還是留城的艱難抉擇：「在北京上初中，學費貴，沒門
路也上不了，但是回到老家，家裡人都出來打工了，已經沒有親人了⋯⋯」
小雲的父母也是在田園學校附近承包田地種菜的菜農，十幾年前從山東舉家

離鄉，在北京京郊辛苦謀生勞作。小雲就出生在北京，從幼時在田間嬉耍再到
長大上學，基本沒有離開過京城，老家菏澤對她而言只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
名字，「從小到大，只回去過一次，那次我哥結婚，在家裡呆了一天，外面是
什麼樣都沒怎麼看。」

無高考資格 求學路彷徨
嚮往成為「北京人」、周末就進城去看「鳥巢」、「水立方」的小雲求學北京

也是一波三折，上了六年學，這個田園學校已經是她第三次轉校—一開始在康
明學校，上了一年就被拆了；接 轉到經緯學校，每次要坐車半小時，路上很
不安全；最後來到田園學校，雖然單程需要步行二十分鐘，且都是小山路，但
已經是比較理想的選擇了。
然而儘管顛沛流離，小雲依然不願意回老家，「我在老家連個親戚、朋友都

沒有，一個人回去幹嗎呀！」不過小雲的父母卻另有想法，在北京就算能上初
中，到高中卻面臨更大困境，因為北京不接受非京籍考生高考，到時候還是回
老家一條路。小雲說，「我本來想跟 父母賣菜得了，但是他們想讓我繼續上
學，學文化、考大學，不要再像他們那樣繼續打工⋯⋯」眼看 屬於自己的節
日即將到來，她卻毫無歡樂心情去面對，繼續沉浸在進退兩難的糾結中。

田園小學校長張明瑞對記者的到訪，既客氣又忐忑，他多次表示，希望不要
再寫打工弟子學校條件差、學生生活苦的報道，「這樣對我們只有壞處沒有好
處」。他強調，自己的學校硬件完全合格，曾花費數十萬元進行了加固，達到了
抗8級地震的要求，在校舍改造之後還安裝了報警器，「一旦有火災等情況，一
按鍵就可以報警」。在其校長辦公室，則在明顯位置擺放 北京市衛生局頒發的
「食品安全等級B級單位」的牌匾，顯示食品安全完全無虞。在學生人文教育
方面，他們則引入《弟子規》等傳統經典進行講讀，鼓勵孩子樹立良好健
康的價值觀。
這位已經在此地「非法」辦學13年，去年上了取締榜、最後一刻「起死

回生」的民辦校負責人，儘管時至今日其學校依然正常運轉，但如履薄冰的
心情，溢於言表：「去年政府只說對我們延期清理，但最終意見怎麼樣，今年
會有什麼變化，一切都不知道。」

北京專家表示，從目
前實施的過程及效果來
看，有關部門對打工子
弟學校採取的「分流一
批、規範一批、取締一
批」的解決方案，仍是
權宜之計，並非長久之
策。如何切實落實農民
工子女的受教育權，避
免打工弟子學校陷入「關了又開、開了又關」
的惡性循環，需要加大財政支持、加強分類管
理、轉變教師管理體制等措施多管齊下。

制定針對性新標準
長期研究農民工子弟義務教育問題的維權律

師張志強對本報指出，打工子弟學校雖然簡
陋、教學質量不盡人意，但因為其辦學靈

活、入學門檻低、具備地理優勢，依然有
很大需求，因此政府在努力讓更多的打
工子弟入讀公辦學校的同時，也要鼓勵、
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辦學模式，規範與管
理打工子弟學校，根據客觀的現實條件制
定出專門針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新標準，納
入統一管理，並監管其教學質量。

近年來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
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明確規定農民工子
女教育「兩為主」政策，即是以公辦學校為
主，以流入地的政府為主，然而多年來無法很
好地落實。

加大中央省級統籌
著名教育專家、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

丙奇（見圖）接受本報採訪時認為，大量湧入
的農民工子女由於沒有戶口，並未被列入當地
的教育發展規劃之中。調研發現，農民工子女
的教育經費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資
助，也沒有戶籍所在地的撥款，完全依靠當地
的區財政撥款，導致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很
大，積極性也難以長期維持。他認為，要讓流
動兒童不受限制地接受義務教育，應加大中央
和省級財政對義務教育的統籌力度，在部分發
達國家，中央財政對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力度
達到70%左右。
熊丙奇建議進一步建立學費隨學籍走的制度

以及教育券制度，即流動兒童的學費可從流出
地轉入流入地，或他們可以拿 國家、省市的
教育券求學，這就既維護了流入地政府的積極
性，也體現了流出地政府的責任。

解決求學難 須加大撥款

千萬兒童進城
地方不堪重負

流動兒童數據
地區 年份 人數

北京 2000年 8.5萬

北京 2005年 28萬

北京 2010年 43.4萬

北京 2011年 47.8萬

全國 2011年 1167萬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進城務工農民子女教育問題，是中國城市化
進程中的衍生現象，但在當前卻成為一個重大
而複雜的現實問題。據最新資料表明，目前，
全國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已超過1.5億，隨父母
進城的、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兒童達
1,167萬。在流動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流動人口
及其子女的義務教育規模更為驚人，僅北京市
就接近50萬。

京城50萬隨遷子女34萬進公校
北京市教委去年公佈的數字顯示，截至2011

年秋季開學，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已
達約47.8萬人，達歷史新高。相關負責人表示，
在隨遷子女數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北京市堅
持以「流入地政府、公立學校為主」的方針，
目前在北京公辦學校就讀的約33.9萬人，佔總數
的70%。
自2002年以來，北京先後出台了12個有關做

好隨遷子女教育工作的政策文件。

政府承諾不讓一個學生失學
儘管有關主管部門做了重重努力，但因諸多

歷史沉 和現實原因，北京打工子弟的上學問
題依然沒有圓滿解決。去年8月，北京市集中整
治打工子弟學校，最終關停朝陽、海淀、大興
三個區19所打工子弟學校，涉及在讀學生10,500
名。雖然政府給出「保證不讓一個就讀的學生
失學」的承諾，並免除各種限制，但依然有
1,896名學生出於各種原因不去公立學校報到，
佔分流學生的18%，他們或被萬般無奈的父母
送回老家上學，或留在堅守不拆的學校成為
「上一天算一天」的「釘子戶」。即使被幸運分
流到公立學校的孩子，也因為求學環境和生活
節奏的突然巨變，令全家不得已背上轉學帶來
的不菲成本。
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坦言，學生分流安置

確實面臨兩難。一方面政府有義務解決孩子的
讀書問題，另一方面又要考慮人口控制。

殺校劫後餘生
校長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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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為六一國際兒童節綵排

歌舞《感恩的心》。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

節，全球孩子的嘉年華日。

身處北京城市邊緣的流動兒

童，也以燦爛笑臉迎接大日

子，然而懷 的卻是一夥忐

忑不安的心。北京市為解決

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去

年大規模關停「無證」打工

子弟學校，逾8,000名學生被

安排進公立學校就讀。然而

仍有約2,000名學生沒有到學

校報到，五所打工子弟學校

因新校學位不足，而被告知

可在原址繼續辦學。這些

「無根兒童」流轉在朝不保

夕的打工子弟學校，沒法融

入生活多年的大都市，如同

其勞碌奔波的父輩，在一輪

又一輪轉學、回鄉還是留城

的抉擇中，過早地品嚐人生

冷暖，而其身後，則是已經

回不去的故鄉。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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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的六一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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