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熊熊求学记

10 年 前，28 岁 的 熊

家宝带着妻儿来到省会

贵阳「讨生活」，立志

要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

「紥下根」。

熊家宝是毕节金沙县

人，曾在老家开了一间

家电修理铺。不过由於

村里较穷，没有几家能

买得起家电，修理铺的

生意十分清淡。但他又

不愿如父辈一样靠种地

为生，儿子呆在农村「也

不能接受好的教育」，

更不舍得孩子在家成为

「留守儿童」，带着老

婆孩子外出务工成了唯一选择。

来到贵阳后，熊家宝重操旧业——在市郊黄山

冲租住了一间约 20 平米左右的房间开始继续经营

家电维修生意。「凭我的手艺，全家人的吃穿用应

该是没问题的，最着急的是孩子上学问题。」熊

家宝说，刚到贵阳，5 岁的儿子熊熊就到了该上学

的年龄。由於初来乍到，又怕户口在公办学校不收，

他先将孩子送进了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就读。

2005 年，熊熊三年级时，熊家宝发现孩子学习

成绩並不是很好，就有心将熊熊转到公办学校。

经过多方打听，黄山冲所在的黔灵镇社区管理人

员告诉熊家宝，只要办理了贵阳市的暂住证就可

以就近入学。

「我刚来到贵阳就办理了暂住证，当时就马上

在云岩区教育局给孩子报了名，非常顺利，没多

久孩子就在离家最近的茶店小学开始上学。」熊

家宝略带得意地炫耀他的「明智之举」。

「小升初」的难题

2009 年，熊熊「小升初」问题又让熊家宝彻夜

难眠。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熊熊小学教育期间，

贵阳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

多，随迁子女数量激增，位於市中心的云岩区有

限的教育资源就更加紧张。

「之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没有那么多，熊熊可

以顺利上小学，现在这么多人，我们还能抢到位

置吗？」熊家宝说。

自然，云岩区教育局也意识到这个「僧多粥少」

的问题。2004 年开始，云岩区陆续开放公办学校

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当年共接收 2960 人。

此后的三四年内，陆续对十多所位於城乡结合部

的公办学校掛牌接收随迁子女就读，后来基本覆

盖到整个城区范围。

2007 年，离熊家宝家不远、位於云岩区大营坡

片区的贵阳市 23 中被云岩区新增为接收外来务工

子女学校。两年后，熊熊顺利地进入 23 中就读。

2010 年，云岩区开始实行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和补助寄

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单从熊熊来看，

每年能够减免 860 元学杂费。 

孩子两次入学都非常顺利，还能省下这么多费

用。熊家宝感到非常意外，但更多的是惊喜，因

为他渐渐觉得「和周围的当地人没有什么不同」。

「无痕关爱」下的新贵阳人

或许，比看到熊熊能在城里上学还让熊家宝高

兴的是一向在家调皮、在外内向的孩子身上的巨

大变化。

「他变得有礼貌、不怕生，见到认识的人都主

动打招呼；回家也能自觉完成作业，帮我们两口

子做做家务，有时还会将学校学到的礼仪知识『教』

给我们。」高兴之余，熊家宝想一探究竟，开始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

在不断与熊熊班主任沟通下，熊家宝明白过来：

原来， 23 中有 50% 左右的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由於他们与城里孩子的生活、学习环境不同，为

了能让孩子更好融入这个城市，学校从初一开始

就设立了礼仪课，怎样与人沟通、怎样更有礼貌，

甚至如何洗澡。此外，学校还大力培养学生的兴

趣爱好和动手能力，甚至专门设立了一间摆放学

生手工艺品的展览室。熊家宝说，班主任对熊熊

特别关心，一个星期都会和自己联繋一次，互相

交換孩子在学校和家里的情况。

23 中校长刘萍在接受採访时表示，为了不让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自认为是「特殊群体」，学校一般

不会将他们与当地学生分开，也不会明显给他们更

为「特殊」的关爱。「我们的爱是无痕的」刘萍说。

（应刘萍校长及熊熊班主任要求，记者並未对

熊熊本人进行採访。本文熊家宝、熊熊係化名）

「或许他们的未来将就此改变——他们将享受
比父母好得多的教育水平以及更愉快的生活。」
云岩区教育局局长李华荣向记者表示，该区教育
改革特色就是解决进城务工子女上学问题。

目前云岩区已经採取一係列措施保证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不仅让他们「有学
上」，更要「上好学」。

公办民办「双轮驱动」
为了让每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有学上」，

2004 年云岩区下发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於进
一步做好云岩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
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开放公办学校接收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並在城郊结合部的学校掛牌接收

此类学生。据不完全统计， 2011 年，全区公办中
小学共接收外来务工农民子女已经达到 17605 人。
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人数以每年 2000-3000
人递增，目前与本地学生的人数趋於 1:1 的比例。

此外，在公办学校接纳进城务工子女就学达到
饱和的状态下，启动民办学校，並在硬件等基础

设施上大力投入，进一步扶持和改善民办学校的
办学条件。针对这些民办学校不同程度存在的安
全隐患、管理水平低、教师队伍不稳定、教学质
量不高等问题，改善办学条件，並加强对民办学

校校长、主任、教师的培训工作，公办学校以支
教形式向民办学校教师进行教学培训，帮助其提
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

李华荣说：「从目前情况来看，让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全部进入公办学校是不现实的，只有与民
办学校共同配合，才能确保所有学生『有学可上』。」

一视同仁 实现教育公平
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做好服务」

等原则，云岩区规定，凡是能提供相关材料的进
城务工人员都相对安排在就近公办学校就读，享
受与当地学生同等的权利，在教育教学、收费、
编班、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与
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而熊熊就读的 23 中规定，在与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交流过程中，不能将他贴上标籤「另眼相看」——
不管是出於何意。

经费投入保证「上好学」
近 年 来， 云 岩 区 不 断 加 大 对 接 收 进 城 务 工 人

员随迁子女学校的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
行了改造，还给予学校一定的办学经费补贴。从
2007 年开始，安排 30 万元对民办学校进行扶持，
用於增配桌椅、电脑及教学设备。到 2011 年，民
办学校杂费补助 800 万元，免教科书春秋两季预
计经费为 386 万元，接受农民工生均公共经费补
助 260 万元，设备维修专用费用为 300 万元。

2010 年，云岩区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
工作，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城镇经济困难
家庭子女免费提供教科书；2011 年全区享受「两
免」的农民工子女及城市低保子女人数达 2.5 万人
左右。

 外来务工子女在云岩 
「能上学 上好学」

2010 年，贵州省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的「三化同步」战略，将有越来越多的

外来务工人员湧入城市。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贵阳市此前出台並施行了《贵阳市推进流

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细则（试行）》。

「要让新云岩人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这

是记者採访云岩区各级政府部门时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成为这个城市真正的

一份子，除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外，亦让他们在「医、

住、保、学」等方面享受同城待遇。

在医疗卫生方面，进城务工人员与常住人口一

视同仁。全面按照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规范》的要求免费提供居民健康方案的建立、

健康教育、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

妇女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等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並全面为辖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

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同时，流动人口可以享受

方便群众就近就医的 15 分钟服务圈，在云岩区辖

区内各社区医院就诊优惠政策可现场减免等。

在住房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有机会和城镇居民

一样申请贵阳市公共租赁住房，但要满足以下条

件：要办理並取得本市居住证，並在本市连续缴

纳社保 3 年以上（含）或持本市税务部门 2 年以

上（含）完税证明；符合市政府公布的收入标准；

在本市无私有房屋，且申请之日起前 3 年内（含）

无转让私有房屋行为；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之间

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係，且在本市居住。

在 社 保 方 面， 进 城 务 工 人 员 在 养 老 保 险、 失

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险的

参保率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参保意识不断加强。

2009 年 至 2012 年 4 月， 进 城 务 工 人 员 参 加 养 老

保险人数从 7628 人增加到 16381 人；失业保险从

4803 人 增 加 到 9439 人； 医 疗 保 险 从 26937 人 增

加到 41307 人；工伤保险从 6865 人增加到 10594

人；生育保险从 1727 人增加到 5457 人。近几年，

为了更好的服务於进城务工人员，除了外来务工

人员在云岩区就业，作为单位职工，由单位为其

入保外，在社保方面新增了个人缴纳保险这一项。

外来务工人员可灵活就业，只需到社区居委会开具

本人在辖区灵活就业的证明，经相关部门审核后，

就可以参保。

 破题「公共服务均等化」

看到儿子熊熊与其他城里孩子一样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还能拿到「同城里孩子一样的补助」时，在贵阳生活 10 年之久的熊
家宝开始明白，全家已经渐渐融入这个城市，变成「局内人」。

汹湧的外出务工潮带来的下一代教育问题现实而迫切。作为贵阳中心城区之一，云岩区从 2004 年开始通过放开公办教育资源、
施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扶持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等方式，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
上学」、「读好书」的梦想。

正如云岩区委书记聂雪松所言：「外来务工人员成为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孩子理应享受与本地孩子一样的教育
资源，这更是云岩区开放包容的气度。」

    香港文汇报记者 路艳宁，实习记者 张贇珏  贵阳报道

■ 云岩区教育局局长李华荣认为，逐步实现教育
资源均等化，是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对这个城市贡
献的最大奖励。

■ 从 城 市 的 边 缘 人 变 成
「局内人」，熊家宝全家
正 在 逐 渐 适 应 这 个 城 市
的生活。

■课间休息。大营坡北郊小学的孩子们恢复了活
泼爱动的天性。

■ 23 中展览室摆满了学生亲手製作的手工艺品，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是该校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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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能上学」 
又要「上好学」

熊式体验

■云岩区某社区服务中心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
居住证、入学諮询服务窗口。

■大营坡北郊小学，孩子们正在开心地做遊戏。这所小学校的学生有 20% 左右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均等化」的

■某社区工作人员与农民工子女亲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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