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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暑假，五湖四海的“小候鸟”又纷纷飞来甬
城。跟往年一样，我们早早地为这些孩子准备了一
份公益活动计划，让他们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在宁波
平安、快乐地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不过，今年报名参加本报和爱心企业、公益组织
联合推出的各项活动的“小候鸟”人数少了。翻看前
几年的报名表可以发现，参加活动的“小候鸟”人数
在逐年减少。这不是因为来到甬城的“小候鸟”少
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本报提供的公益活动不感兴
趣了，而是随着社会各界对“小候鸟”的关注、帮助越
来越多，很多社区、街道、企业都开展了暑期夏令营、
假日学校等免费公益活动，“小候鸟”们有更多、更丰

富的活动可以自行选择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现象。
回想起2011年的暑假，本报首先联合社会爱心

企业、个人、公益组织发起了为“小候鸟”捐一张游泳
票的活动，旨在让来到甬城的“小候鸟”在父母工作
时不再跑到河流水域去野游，而是能在清澈安全的
泳池里畅游。此后，为了更加丰富“小候鸟”的暑期生
活，本报向全社会发出倡议，招募志愿者、爱心企业。
从为“小候鸟”提供学业培训发展到才艺培训，从游泳
培训发展到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多项体育运动培
训，从参观游览城区的博物馆到出城去海边、山林游
玩，从看电影、玩游戏的夏令营发展到国防军事夏令
营，从畅游水上乐园发展到参加国际马戏嘉年华……

连续七年，每年暑假本报都把关爱“小候鸟”公
益活动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策划、执行，通过本
报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让“小候鸟”在甬城快乐地度
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暑假。

而这七年来，社会各界对“小候鸟”的关注、帮助
越来越多。如今，甬城几乎每个社区、街道，暑假里
都为来到这里的“小候鸟”准备了关爱计划。与本报
开展的关爱“小候鸟”系列大型公益活动一样，大家
都在致力于让来到宁波的“小候鸟”不再孤单，从此
喜爱上宁波这座充满大爱的文明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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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关爱“小候鸟”公益活动已坚持七年
报名人数少了，但我们觉得是好现象，因为——

“小候鸟”在宁波
可选择的活动越来越多了

昨日午后，来自安徽的小辰与同学约好，在
鄞州区一家室内运动馆玩攀岩。2岁那年，小
辰就随父母来到宁波，在甬学习、生活。尽管一
家三口还得租房住，可在小辰的心里，自己就是
个宁波人。

能在宁波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这让很多
“小候鸟”变成了“小留鸟”。记者昨日从市教育
局了解到，去年我市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 26.58 万人，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有
21.86万人，公办学校接纳比例高达82%。

“小候鸟”在甬上学不难

滕女士老家东北，在北仑一家酒店工作。
这两年工作起色，手头宽裕了，便将女儿接来一
起生活，并入读了一所公办学校。在北仑，外来
务工人员子弟按照积分入学，公办小学、初中在
满足本地户籍学生后，如果还有学位，就会向社
会公布。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就读于北仑区各公办小学、初中的
数量，已占各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的46%。

在鄞州，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小学
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只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大致是父母有稳定工作、有一定年限的社保、有
暂住证、未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上述条件，
对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并不会太难。

记者了解到，2016-2017年度我市基础教
育段在校学生为75.5万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占总量的35%，而其中八成以上学生在公
办学校就读。也就是说，宁波三成左右的义务
教育投入用在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身上。和本
地孩子一样，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对“小候鸟”
的父母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一路通关”升学无忧

据了解，宁波市在统筹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入学的问题上，坚持“公办学校接纳为主、

民办学校接纳为辅”的原则，并适当扩大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
办学水平和质量，确保这部分孩子入好学、读好
书。

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入公
办学校就读，不符合情况的可以入读民办公助
学校或私立学校。到了升学环节，只要满足在
宁波市有连续学习的经历（中、高考有别）、父母
有稳定工作等几个条件，就能和宁波的孩子一
样，在宁波参加中考、高考。

这些在宁波就读的“小留鸟”中，不乏成绩
优秀者。荷花庄小学的毛老师说，这些年来，有
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进入蛟川书院，后升入镇
海中学。记者从宁波外国语学校了解到，也有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作为保送生入读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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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候鸟”渐成“小留鸟” 超八成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

东城社区“小候鸟”圆了看海梦。

东城社区志愿者带领“小候鸟”参观宁波海洋世界。 朱家社区的心理沙龙。（均为资料图片）段塘街道为“小候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