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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珠三角多個地市實施積分入
學政策，房產、戶籍是獲得積分的重
頭。然而，這對廣大外來務工人員來
說，幾乎不可能實現買房和入戶夢
想，其他指標就成為他們爭取積分的
途徑。在佛山、廣州等地，做義工、
獻血也可以加積分，不過，多數外來
工並不知道這個政策。
「我們天天在廠裡做工，哪裡會了

解到這些。」佛山的劉女士說，他的
兒子8月份就滿7歲，到了上學年
齡，在這輪入學錄取中同樣被刷下
來。她後悔自己沒有早知道這個消
息，如今一切都晚了。

為子入學願免費掃街
「如果早知道，我天天去做義工，

掃大街，帶紅袖指揮交通，還有，捐

多少血我都願意。」劉女士丈夫王學
成說。如今，錄取工作結束已經過去
20多天了，劉女士夫婦已經有讓兒子
推遲一年上學的心理準備了。上周
末，劉女士利用空餘時間到血液中心
第一次捐血。她說，希望通過捐血為
兒子來年上學累積積分。今後還考慮
到社工組織當志願者，盡一切可能增
加積分。

今年34歲的湖北婦蘇傳秀，一年前從東莞轉工到佛山杏壇鎮。和很多外來
工一樣，她和老公周興才在廣東打工期間相識、相戀並結婚生子。如今

兒子小成馬上就滿7歲，正要入讀小學一年級。蘇傳秀在附近的光輝小學給兒
子報了名，招生老師說，根據教育部門規定，今年按照積分入學原則招生，
得分靠前的才能獲得錄取。

家長盼增班 當局遲遲不覆
5月18日是錄取結果公布的日子，蘇傳秀騎着單車，忐忑不安地來到學校。

因為沒有把握，她特意沒帶兒子小成一起去。在學校大門公布的名單上，蘇
傳秀仔仔細細找了半天，才在榜單最後位置看到了兒子的名字，得分是11
分，這意味着小成沒有被光輝小學錄取。「我小孩30多分，也沒有錄取。」
站在她旁邊的一位家長悻悻地說了一句。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現場看榜單的近百名家長，只有少數幸運地拿到了

名額。孩子上學的機會還沒有着落，蘇傳秀輾轉難眠。第二天，她找到杏壇
鎮教育局，希望能碰碰運氣，才發現早有七八十名家長聚集在那裡，反映同
樣問題。經過溝通，鎮教育局答應23日給統一答覆。

可是到了23日，200多名家長都帶着小孩
來到杏壇鎮信訪中心，結果教育局說
增加教學班人數不可能，增加教學班
則未明確表態，並被告知下一周再答
覆。但一周過去了，眼看到了月底，
官方並沒有相關表態。

過半臨失學 無心情過六一
「媽媽，我的學校找到了嗎，在哪

裡？」每天放學，小成一回家便迫不及
待地問媽媽。知道騙不了兒子，蘇傳秀
只能回道「還在找。」這幾天，小成明

顯情緒低落。幼兒園老師說，小成在幼兒園都沒
精神，連六一兒童節的節目也無心參加。
小成所在的幼兒園為香港知名人士梁潔華捐資

建設。記者在採訪中獲悉，該幼兒園大多數孩子的家
長，都是沒有當地戶籍的外來工。園長張老師告訴記
者，全園80多名小學適齡學童，過半人都在這一輪錄
取作中被刷了下來，面臨失學。有教育界的人士就表

示，類似的個案，在整個珠三角地區數以萬計。

買樓有學籍 農民工沒希望
記者了解到，積分來源包括多個指標，父母學歷、在本地工作和

居住年限、是否有住房和戶籍、購買社保時間、有無義工經歷，直接
影響積分的高低。其中，購房一項佔據比重最大，幾乎直接決定能否

取得學位。佛山今年採取積分入學政策，入學前的積分基本固定，沒有足
夠分數就是「一票否決」。在杏壇當地，不管是外地人和本地人，有房產
的居民，其小孩基本可以解決入學問題。
「我相信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和我們一樣，在當地沒有購房沒有戶籍的，

那是不是有錢人就可以上學，我們農民工子女就沒有資格？」和蘇傳秀同
在杏壇鎮工作、遇到同樣問題的毛愛文憤憤地告訴記者。

不招借讀生 學位需求增大
此外，還有一個加劇學位緊張的原因：2008年出生的大批「奧運寶

寶」，今年正好都是小學適齡學童。龐大的入學需求，也令基層教育部門
一籌莫展。
「希望政府能多增加一部分學位，讓我們外來人員的子女能留在廣州上

學。」在白雲區做檔口生意的周先生呼籲。據他
稱，由於今年積分入學、就近入校等新政策的
實施，多數學校已不再招收借讀生，而是根據
戶籍、房產、積分錄取，外來務工人員即使交
錢也沒有入學資格。「不少本地人都要交贊助
費才能上學，何況我們這些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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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積分制招生 逾萬外地娃廣東積分制招生 逾萬外地娃成成「「三無三無」」

學位難求，有家長感歎，小孩獲取入學資
格比上世紀九十年代考大學還要難。目前，
廣州、佛山等地已經有不少學生家長放棄爭
取機會，做足準備，明年再報名上學。
四川人趙先生在廣州做小本生意十多年，

雖說不是農民工，但也屬於外來務工人員。
今年，他的二兒子要讀小學，4月底開始，
他和愛人就開始為小孩入學的事情奔波。他
先是報了三所知名民辦學校(私校)，現場火
爆程度令他大感意外。他得到的消息是，每
所私校招錄比例達7比1以上。

家長打定輸數 孩子推遲上學
「競爭不過，面試被刷，後來找了幾

所公辦小學，被告知形勢不好，借讀生

比例有嚴格限制，沒有硬關係進不去。」有
些民辦學校資質實在太差，他自己考察過，
60多人一個班。如果今年進不了小學，只
能延遲一年入學，避開高峰，明年再
來。
做垃圾回收生意的外來工劉燕在廣東

打拚多年，和趙先生一樣，她的兩個小
孩同樣沒有獲得學位，面臨推遲一年上
學的尷尬境地。「我都這麼大年紀了，
小朋友都上學了，我怎麼不能上？」
報名時間早已過去，對於自己無法上
學，劉燕的大兒子還是不能明白其中
的原因。「聽說上了一年級，媽媽就
不會累了。」聽到大兒子一句話，劉
燕眼淚刷刷流下來。

毛愛文的兒子小銳同樣沒有獲得入學資
格，獲知結果後，在珠三角已經打拚20多
年的毛愛文對此十分不理解。
毛愛文告訴記者，他算是最早一批南下
廣東的打工一族。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

時只有15歲的他隨同鄉來到廣州新
塘鎮，做服裝印染工作。時光荏
苒，一晃20多年過去了，其間，他
先後在新塘、花都、虎門、東莞等
地的工廠，一直沒有離開珠三角。
如今，毛愛文月收入過萬，生活條
件大躍進，可是遇到孩子上學問
題，就如同把他打回原形，教育部
門並沒有向像他這種老資格的外來
務工人員略開綠燈，他甚至遇到

了一些只有四五年打工經歷的外來工都沒
有遇到過的麻煩。

盼省級層面統一標準
譬如說居住證年限，是獲得積分的砝
碼，可是因為他所投身的服裝印染行業流
動性大，20多年來多次在不同城市之間換
工作，5年前才來到佛山，而他在廣東其
他地區的工作年限並不計算在佛山的積分
指標內。毛愛文認為，這是明顯的地方保
護主義。
「這是畫地為牢的做法，在積分方面，
我覺得廣東應該在省級層面統一
標準，各地互相認可。」

廣東珠三角地區是外來工的聚集地，不少子女隨父母一起在

此生活。5月中各地陸續公布小學錄取結果，不過，目前仍有

數以萬計的外來工兒童在為下學年去哪兒上學發愁。因為積分

入學和就近入校等教育新政的實施，珠三角許多城市的學位空

前緊張，沒有戶籍、沒有房產的外來工和他們的

孩子，在這一場學位之爭中，可以說是「弱

勢群體」成為「三無人員」。為了盡可能

增加入學積分，有的家長更特別參與捐血

以增加孩子的入學機會。

■文/圖：香港文匯記者敖敏輝 佛山報道 兒童節．盼上學

廣東篇

為求增積分
捐血做義工

地方保護主義 學籍畫地為牢

私校也搶手 七童爭一位

外地娃廣東入學積分指標

積分入學，指針對外來流動人員（父母）各項指標，以積分排名方式安排其
子女入讀公校，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積分基本由基礎分、附加分和扣
減分等三部分組成。除父母如有「違法犯罪」和「其他違法行為」會採取扣分
制外，廣東各地區積分指標層出不窮，僅列舉以下幾項：
■父母個人素質（如學歷）
■父母工作經驗（在本地工作年限）
■居住情況（是否有住房和戶籍）
■慈善公益（如有無捐血、義工經歷）

資料來源：根據網上資料整理

■■幼兒園即將幼兒園即將
畢業畢業，，未獲取未獲取
錄的學童去向錄的學童去向
「「凍過水凍過水」。」。

■梁潔華幼兒園過半學
童因沒有落實學校面臨
失學。

■毛愛文發出倡議書，希
望政府和社會關注外來務
工人員子女上學問題。

■■沒有被學校錄取沒有被學校錄取，，小成小成
（（中中））顯得情緒低落顯得情緒低落。。

■■在佛山順德區信訪局外在佛山順德區信訪局外，，家家長舉長舉
「「學位去哪兒了學位去哪兒了」」的牌子表達訴求的牌子表達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