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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国辉的记忆里，他经
历过三次“麻雀小学”的撤并
潮，但最终学生人数很少的畲
族小学都保留了下来，这是因
为广州市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
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视。

在吓水村，随处可见畲族
文化的墙绘。畲族小学校内，
也有与畲族文化相关的科普介
绍和畲语拼音的宣传栏。

“在学生交作业的时候，我
有时会用畲语提问；在课间交流

时，老师也会鼓励学生们用畲语
对话。”盘国辉说，老师们在尽力
为学生们营造畲语的语言氛围。
盘国辉还给记者展示了暨南大学
编写的畲语课本和畲族小学组织
编写的畲族文化读本，这是留给
畲族后人们的“文化宝藏”。

谈到学校的未来，盘国辉
神情黯然，但他的语气依然坚
定：“学校在，传承畲族文化的
阵地就还在；有一个学生，我们
就用心教好一个学生。”

今年广州计划供应土地32平方公里

6 月 1 日-5 日，广
州中考填报志愿，家长
们最烧脑的时刻到来。
今年梯度线划分比例或
上调、名额分配下降40
分、公民办国际部纳入
中考，三大变化之下应
如何填报志愿？

今年名额分配政策亦有
变化，录取最低控制线由过去
的“下降 20 分”改为了“下降
40分”。

对于成绩中等或更低的同
学，一定要把握好名额分配的
机会，争取在名额批“上岸”。

一些家长疑惑，名额批第
一志愿和第三批第一志愿，是
否应该填报不同的学校？若
将某校填在名额批和第三批
的第一志愿，如果名额批没录

取，是否意味着第三批
也没戏？

其实，名
额批第一志
愿和第三批
第一志愿，完

全可以填报同一所学校。
因为，名额批是校内竞

争、校内博弈。与本初中获得
的名额数量、本校生源特点、
本校学生偏好等多重因素相
关，而第三批是全市大盘竞
争。报考某校名额批没有录
取不代表第三批没有机会，家
长和考生还是要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填报。

此外，高分考生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有想冲刺省市属名
校，在名额批、第三批的第一
志愿填报该校后，名额批的第
二、第三志愿需谨慎填报，如
若被名额批第二、三志愿其他
学校录取，不能再参加第三批
次的录取。

从近年录取情况来看，名
额分配已成为户籍生升入优
质公办普通高中的主要途径，
建议考生充分利用志愿容量，
按照合理梯度安排
志愿顺序，最大限
度把握名额分配录
取机会。不要盲目
冲高和放弃名额分
配批次的录取
机会；也不要盲
目地“保底”，否
则一旦被名额
分配批次的学
校 录 取 ，就 不
能参加后续批
次志愿学校的
投档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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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今年中考考生人数增加。
2023年广州中考人数约12.4万
人，比 2022 年的 11.1 万人增加
约1.3 万人。而 2022年比 2021
年报名人数增加2万人。

同时，今年第一梯度投档
控制线划分比例由 12%调整
为 9%。以降序排列在报考总
人数 9%位置（去尾取整）的考
生成绩作为普通高中第一梯度
投档控制线；以 40分为间隔依
次设定普通高中第二梯度、第三
梯度等投档控制线。

综上两个条件，第一梯度投
档控制线可能提高，意味着后续
梯度投档线可能也会上涨。

去年晋级第一梯度线录取
的区属龙头学校，今年可能回到
第二梯度线。省市属名校与区
属龙头拉开梯度，对于高分考生

（700分以上）来说，是利好。
高分考生可以第一志愿冲

省市属8大高中，将区属龙头放
在第二志愿，如果冲不中，还有
区属龙头兜底。

对于 650 分-700 分的同
学，第一志愿最好填报有把握
的学校，尽量确保第一志愿被
录取，一击即中。踩线进入高
中未必是理智的选择，如果让
出二三十分，成为学校的前半
部分或排名靠前的学生，能获
得更优质的教育服务和教学资
源。建议家长和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不要纠结于“不想浪费每
一分”，多出二三十分被录取并
不吃亏。

对于630分左右的同学，尤
其是中心城区的同学，首要任
务是在区内有普高可读，切勿

好高骛远，建议选择符合自己
成绩的学校，不要冒险冲高。

对于普高线上的同学，如
果一定要上普高，不妨考虑花
都、从化等区的普高，录取分数
相对较低。

需要提醒考生和家长的
是，参考往年录取情况时，不能
只参考学校某一年的录取情况
或某一批次招生计划的录取情
况。不能生搬硬套往年的录取
分数，要看分数所处的排位。
普通高中录取受当年招生政
策、招生计划、报考人数、生源
结构、成绩分布、志愿填报等因
素综合影响，各普通高中统招
批次录取最低分数及其所处梯
度可能每年动态变化，充分认
识这一点有利于作出科学判断
和正确选择。

今年，公办、民办学校国际
部，国际化学校招收中国籍学生
的国际部（国际班），全部纳入中
考招生，报考学生达到普高录取
分数线以上，从高分到低分投档
录取。

也就是说，经济能力和普高
分数，缺一不可。有经济能力但
成绩不好，考不上读不了；成绩
够但经济能力欠缺，也上不了。
国际部的生源范围变小了。带
来的结果，可能是国际部的最低

录取分数和招生人数走低。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国际

部每年学费基本都在十几万元
到二十几万元，还有住宿费、游
学、研学等费用，花费不低，需要
衡量家庭经济能力后，再决定是
否填报。

此外，今年国际部没有往年
参考分数，家长们多跟学校沟
通，根据自己的分数，平衡好公
办学校国际部和民办国际部的
志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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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度线9% 后续梯度线或上升

名额分配控制线下降40分 一、三批第一志愿可报同一所学校

公办民办国际部纳入中考招生 最低录取分数或走低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5月 31日，广州市举行“高质
量发展·看规划”新闻发布会。会
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
局长姜莉表示，2023年广州计划
供应土地32平方公里，重点解决
智能与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用地需求，着力打造产业
发展新优势。

据介绍，广州市高标准规划
建设广中珠澳高铁、莲花山过江
通道等项目，规划2000公里城市
轨道网络，打造“湾区1小时交通
圈”和“邻穗1小时通勤圈”。布局
多个机场，形成通达全球的“12小

时航空交通圈”，规划建设国际航
运中心，提升港口通行能力，规划
构建10条出省高铁通道，打造世
界级铁路枢纽，全面提升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能级。

“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方面，
我们实施珠江沿岸贯通工程，规
划建设聚龙湾、灵山岛、荔湖等23
公里的滨江示范段，营造滨江活
力空间。”姜莉表示，广州推广社
区设计师制度，聚焦口袋公园、变
电站等小项目，规划设计琶洲大
桥人行桥、猎桥变电站等49个示
范项目，以小切口推动城市空间
品质大提升。我们还加强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向城市外围布局，保

障各类公服设施均衡配置，力争
各片区城区的一刻钟社区生活圈
全覆盖。建设中新广州知识城城
南邻里中心，向市民提供“一站
式”社区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项目用地
方面，广州紧盯关键、主动介入，
全面梳理 2023 年 1722 个“攻城
拔寨”项目，做实做细规划资源要
素保障。同时，广州不断加快审
批速度，近三年获批用地 124 平
方公里，安排用地指标 13 万亩，
保障机场三期扩建、东部公铁联
运枢纽、小鹏汽车智造产业园、香
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交易中心等一批重点

项目的用地需求。
在土地储备方面，广州创新

工作模式，加强市区联动，强化
市级统筹、资金保障、连片收储
开发，近三年储备土地75平方公
里。同时，广州还积极探索具有
广州特色的统筹做地模式，坚持
政府掌舵、企业划桨、分类施策，
着眼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优化
结构，着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
率。

据姜莉透露，在精准供应方
面，广州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
走”，统筹划定工业产业区块，强
化工业用地保障，优化土地供应
结构。2023 年计划供应土地 32

平方公里，重点解决智能与新能
源汽车、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用地
需求，着力打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在城乡统筹方面，广州落实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要求，为城乡融合发展预留充足
的空间，每年安排超过 10%的计
划指标，对乡村振兴用地需求应
保尽保。另外，广州还编制实用
性村庄规划，建设人户房地一体
化管理系统，提升农村居住环境
品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谋划实施132个项目，助力农
业、生态、建设用地资源要素均衡
配置。

探访广州“最袖珍”的小学——畲族小学

一所学校仅五名学生
他们的“六一”同样精彩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六一”节前夕，羊城晚报记者探访了广州“最袖珍”
的小学——畲族小学。上午10时许，这所拥有两层教学
楼的学校显得有些空荡，站在操场上，耳畔只有蝉鸣。走
到教室门口，记者才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

四年级教室里有2个学生，六年级教室有3个，他们
就是这所畲族小学的全部学生了。校长盘国辉告诉记者，
他已在这里教书30年，坚守在这所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
不仅是为了方便村里的孩子上学，更是为了传承畲族的语
言和文化。

这所广州市“最袖珍”的小
学位于增城区正果镇吓水村。
村庄坐落于罗浮山西北麓，是广
州地区最大的畲民聚居村落。
从镇区出发，要经过 20 多公里
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才可抵
达。校长盘国辉介绍，畲族小学
主要服务于周边 3 个畲族自然
村：吓水、榕树冚、通坑，村民共
有近300人。

“打篮球的时候你会怎么
做？同学们自己把过程写下
来。”四年级的课堂上，教师彭雪
锋正在讲解如何造句，偌大的教
室里只有盘致轩和来笑霞两个
学生。来笑霞是女孩，对篮球不
熟悉，彭雪锋干脆让她抱着篮球
到操场上投了几次篮——这种
教学方式，可能只有在2个学生
的班级可以看到。

“学生少，每一堂课都是辅
导课，老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都
了解得很清楚。”盘国辉说道。
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学生太
少，有时候学习竞争的氛围也出
不来。”

隔壁的六年级教室正在上
数学课，讲台下听课的学生是三
个女孩，盘心怡、来紫欣和盘筱
茵。虽然比四年级只多了 1 个
学生，六年级课堂的氛围明显严
肃得多。学生们听课很投入，不
时低头记笔记。

课间休息时，其他的孩子都
在互相嬉闹，只有盘心怡自己在
座位上写练习题。记者来搭话
时，她有些羞怯，声音小得像蚊
子哼。“我们快要毕业了，6月底
小升初考试，压力还挺大的。”盘
心怡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阳江市，
她说长大之后，想去大山外面的
世界走一走，“那里风景好看，还
有很多好吃的。”

在一旁玩闹的盘筱茵性格
外向，跟旁人说话时一直在笑。
对于即将到来的升学考试，她似

乎没有太大压力，“中学就是去
正果镇上念，但是要住校，有点
舍不得奶奶。”

午饭后，5名孩子都聚在教
室里做“迎六一”的手抄报。四
年级的盘致轩是盘筱茵的亲弟
弟，他很快就和记者交上了朋
友，像导游一样带着记者在两个
教室间来回窜，介绍贴在墙上的
画画习作。相比于六年级的姐
姐们，他更期待即将到来的“六
一”儿童节，“每年过‘六一’都
有礼物，有糖果，今年我们还准
备了舞蹈呢。”

下午的课堂上，上午还在教
语文的彭雪锋带着孩子们排练
舞蹈，他们都换上了畲族传统服
饰，盘筱茵姐弟打手鼓，盘心怡
和来紫欣跳舞，年龄最小的来笑
霞在一旁跟着节拍摇动国旗。

“你们打鼓的一定不要抢
拍”“跳舞的同学注意动作一致”
节目从头到尾排了几遍，彭雪锋
提了几条建议，觉得节目基本没
问题后，和学生们讲话的语气才
稍微放松。“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学生少老师也少，舞蹈也要我来
排，除了英语课、音乐课和信息
课实在不会，几乎其他所有的课
我都教过。”彭雪锋说。

彭雪锋是学校5名学生和4
名老师中唯一的汉族人，他打趣
道：“在这里，我反倒是少数民族
了。”2017 年，彭雪锋从镇里来
到畲族小学教书，他希望能通过
自己的所学，帮助孩子们走出大
山，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六年级的 3 个女孩子，我
从二年级开始带她们班，3个人
都很漂亮、很活泼，要毕业了，真
有些不舍。”事实上，六年级的学
生毕业后，畲族小学便只剩下2
名学生，彭雪锋可能也要被调回
镇上的小学，离开这里。聊到此
处，淡淡的离别愁绪在小学校里
升起。

五名学生的“六一”节

在教学楼二楼的教师办公
室，教导主任来土根正在整理材
料，作为畲族小学最年轻的教
师，他今年也已经43岁了。“年轻
人都不愿意过来，山里的学校不
好招新教师。”来土根2001年从
湛江教育学院毕业，先是在畲族
小学位于通坑的分教点工作，
2007年两校合并后，一直在畲族
小学教书到现在。

如今，来土根要教综合、劳
动、科学、道德与法治、信息技术
共五门课，还要负责学校的业务
工作，他深感分身乏术。“外人总
说，4个老师教5个学生，哪有教
不好的道理？但实际上在教学
之外，我们有不少其他工作，还
是很忙的。”

校长盘国辉也成天忙得团
团转，今年50岁的他要教语文、
科学、英语、音乐四门课。作为
畲族小学资历最老的教师，他已
在此坚守30年。亲眼见证学校

的瓦房变成二层教学楼，木板钉
成的黑板变成电子白板；也亲身
经历了学生逐渐流失到只剩下
个位数。

盘国辉回忆，学校最兴盛的
1996 年，本校和通坑分教点加
起来有97个学生，如今却只剩5
人，且已经连续3年没有新生入
学。“近 10 年来，村里条件好一
点的，或者父母在外面打工的，
小孩子都送到城里去读了。”今
年5月，盘国辉早早到村子里走
访，得知共有5名可入学一年级
的适龄儿童，但无一例外，都被
家长送到了城里。

年轻的时候，盘国辉也想过
到城里的学校教书，见见世面，
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在当时老
校长的极力挽留下，他没有离
开，且坚守在岗位整整 30 年。
盘国辉坦言：“学生少，成绩有时
也不尽如人意，我们只能尽自己
的能力教好他们。”

坚守在畲族小学的老师

学校在，传承畲族文化的阵地就在

重点解决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广州民办幼儿园招生“冰火两重天”
部分幼儿园报名人数几乎减半，但也有国际幼儿园招生火爆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采访中，几位民办园园长认
为，除了新生儿数量减少这个原
因，民办园招生遇冷和公办园学
位增加有直接关系。公开数据显
示，去年广东省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85%以上，2021 年新增公办幼儿
园学位 28.84 万个，今年广东省将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6 万个。“有
几个招生遇冷的民办园几乎被公
办园给包围了。”一名园长说。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教育
学院院长区靖珺认为，国家连续
实施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
动了学前教育快速发展，有效缓
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很多
家长择园目标从民办园转向新
型公办园。“‘十四五’期间我国
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
是在补齐普惠性资源短板的同
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体制
机 制 和 提 高 学 前 教 育 质 量 上
来，”区靖珺说，“另外国家鼓励
支持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高
校、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公办幼儿
园，这对民办园又是一个冲击。
特别是高校办园，质量声誉都有
保障，成为很多家长的首选。”

目前，广州幼儿园招生工
作正在进行中，羊城晚报记者
了解到，部分民办幼儿园报名
人数较往年同期几乎减半。知
名度高、办学时间久的老牌民
办幼儿园招生情况也不如往年
火爆。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民办园招生遇冷和公办园学位
数量增加有直接关系。

部分民办园招生
遇冷

位于广州海珠区沥滘片
区的为明幼儿园是一所民办
普惠园，其主要招生对象为罗
马家园小区业主及周边居民
子女。园长龚雪慧告诉记者，
今年对罗马家园小区适龄儿
童摸查时就发现幼儿数量有
所减少，去年还有160多个小
班儿童，今年就缩减到 125
个。当前，小区有两所幼儿
园，一所公办园，一所就是为
明幼儿园，目前公办园已招
满，但是自己所在的民办园还
有 25 个缺口。“往年这个时
候，我们园有 120至 140个孩
子报名，今年到现在只有 80
多个，”龚雪慧说，“我们压力
有点大。”

龚雪慧说，因罗马家园
属于片区中的大盘，有 2 万
多居民，所以人口波动对于
幼儿园来说没那么敏感，招
生的压力今年才开始显现，
但据龚雪慧说，海珠区个别
幼儿园去年就感受到人口的
减少了，“有同行去年就少了
100个孩子。”

位于越秀区的黄金实验
幼儿园同样招生遇冷。这所
创建于1956年的民办园最高
峰时一届报名人数能达 120
人，但近两年招生每况愈下
——去年同期招了 90 多人，
今年更不乐观，目前仅报了
40 多人——连招生计划的一
半都不到。虽然幼儿园接受
报名时间可延长至8月份，但
往年这个时候，招生计划已经
能完成八成了。不过，园长叶
艳涛说，因为幼儿园体量相对
较大，招生数量的减少对幼儿
园影响尚不明显。

番禺区一所老牌民办幼
儿园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该园负责人不愿具名，她透露
说今年招生也不像往年那般
火爆，登记的人数比去年同期
少了 20%，“以前这个时间基
本上都已经满了。”这名负责

人称，选择这所幼儿园的家长
看重的就是园所环境和双语
教学的优势，这也是当前招生
一大卖点。现在为了吸引生
源，幼儿园这两个学期来经常
举办开放日活动，“如果生源
持续减少，我们会考虑申请开
2岁幼儿的托班。”

相对有名气的大园已感
受 到 招 生 寒 意 ，办 学 规 模
小 、实 力 弱 的 小 园 压 力 更
大。位于越秀区新河浦西街
的东山托儿所是名副其实的
小型民办园，托儿所梁园长
坦 言 ，今 年 计 划 小 班 招 20
人，但目前算上托班直升的
娃，还剩 10 个名额。“租金每
年都在上涨，招生人数每年下
跌，只能看有没有补贴，否则
像我们这种40多年的幼儿园
将成为历史。”

记者了解到，东山托儿
所保教费用为每月 1140 元，
招生主要靠街坊邻里的口
碑。当前在读幼儿中，除了
周边居民，大部分还是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尽管托儿所
条件一般，但却为
收入不高的群

体提供了便利。

有国际幼儿园招
生火热

虽然部分民办园招生遇
冷，但也有国际幼儿园招生火
热。爱莎集团幼儿园往年招
生 150 人，今年不降反升，预
计招收新生 200-300 人。爱
莎集团一名员工透露，天河爱
莎幼儿园的几个年级都有等
候名单了；荔湾爱莎当前幼儿
园报名也很火爆，目前来看，
有部分年级可能有需要扩
班。“集团今年几个学部都在
招生，幼儿园招生较往年更为
火爆。”

为 什么 选 择 国 际 幼 儿
园？幼儿家长秦女士告诉记
者，一来看重国际幼儿园的优
秀外教资源与抓住孩子的语
言黄金期；二是班额小，一个
班仅有 20 名学生，孩子可以
得到更好的照顾。此外，国际
幼儿园学生家长在教育理念
上也更为一致。

同学们正在排练“六一”儿童节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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