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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23时，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先后发布

《关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

实施意见》和《关于2022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的

通知》，明确今年呼和浩特市小初高各个阶段的

招生入学政策。对比往年招生入学政策，今年的

招生入学政策在实施细节方面发生一些改变，

民办小学首次实行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同时招

生，民办初中由去年的全市范围内招生，变为审

批地行政区域招生（即旗县区），原则上不能跨

旗县区招生。此外，还明确多校划片应做好行政

公开，二胎、三胎随兄姐入学的前提是非择校

等，有效回应了群众关切。

民办小学首次“公民同招”

今年，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招生入学政

策相比于去年，各发生一点变化。

民办小学方面，今年首次提出“按教育部门

批准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程序与公办学

校同步报名、同步招生。”这与去年先报民办小

学，摇号不中者，片内公办小学“兜底”的政策发

生重大改变。与此同步，此前非常热门的“内蒙

古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已经不在民办小

学序列，依照国家政策完成“民转公”。

民办初中方面，去年的政策是可在全市范

围内招生，今年文件中明确：“（义务教育阶段）

民办学校的招生范围，原则上应限于审批地行

政区域，有寄宿条件的民办学校，确需超出审批

地行政区域招生的，由审批地及生源地教育主

管部门审核，经市教育局批准，可适当扩大招生

范围，但不得跨盟市招生。”这一表述，已经将民

办初中的招生严格限制在审批地，也就是旗县

区一级的范畴。不过，政策在表述上并未锁死，

留了“有寄宿条件的民办学校”这一政策空间，

但严格限制为“由审批地及生源地教育主管部

门审核，经市教育局批准”。

政策还明确：“各旗县区要合理制定招生计

划，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2022年底前将县域内

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控制在15%以内。”

“多校划片”应做好行政公开

“多校划片”是今年呼和浩特市家长关注的

另一个热词，一些提前购买热门学区房的家长，

非常担心孩子遇上“多校划片”。按照今年的政

策表述来看，划片调整的前提条件是行政公开。

政策明确：“公办小学可采取单校划片、多

校划片、电脑派位、划片与派位相结合等多种方

式录取……各旗县区教育局要在保持一定时期

内幼升小学区划分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依据实

际情况对学校招生计划和学区划分范围进行适

度调整。教育资源不够均衡、地理位置相近的入

学片区，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并将热点学校分

散划入相应片区，采取电脑派位的方式入学，促

进片区内优质教育资源基本均衡。”

同时政策也明确：“入学划

片调整应慎重稳妥，确因学校

布局、学龄人口变化等情况需

要调整的，要在科学评估、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适当调整，

并向社会发布公告，深入细致

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确保调整

区域内有入学需求的家长提前

知晓入学政策。”

二孩随兄姐入学前提是

“非择校”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教育

厅公布了二孩、三孩可随兄姐

入学的政策，引发社会关注。今

年呼和浩特市的义务教育阶段

招生入学政策，进行了明确和

细化。

政策明确：“落实国家生育

政策，支持人口调整政策，有效

减轻家长负担，对二孩、三孩入

学进行适当照顾。凡因属地学

校划片发生变化而产生二孩、

三孩不能与其在读兄（姐）选

择同一所学校情况时，兄（姐）

非择校入学的前提下，由其监

护 人 提 出 申 请 ，原 则 上 将 二

孩、三孩安排在其在读兄（姐）

同一所学校就读。实行电脑随

机派位录取、‘阳光分班’的学

校，允许家长申请‘双胞胎’‘多

胞胎’捆绑进行。因录取学生自

动放弃而产生的学位空额，允

许一定时间内，在未被任何学

校录取的有意向的各类优抚优待对象子女和

已有兄（姐）在读的二孩、三孩中优先进行补

录。”

从政策的表述来看，第一，二孩、三孩是可

以随兄姐入学的，但第一胎择校进入的情况除

外；第二，第一胎在该校入学的，二孩、三孩有优

先补录权。

中考25~27日举行

今年，呼和浩特市中考继续实行“七科五

考+结业考试+体质测试”升学考试制度。

中考升学总分为 680 分。其中，中考总分满

分 620 分，语文、数学、英语各 120 分，文科综合

100 分，理科综合 120 分，体质测试 40 分。此外，

初二结业考试生物、地理综合试卷共 100 分，按

60%计入中考成绩，满分60分。

中考时间为 6 月 25 日~27 日，其中，6 月 25

日考语文和英语，6月26日考数学和文科综合，

6 月 27 日考理科综合。少数民族语文和初二年

级生物地理综合考试，在6月27日下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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