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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区公布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细则

积极为“多孩同校就读”创造条件

多区继续实行
“五年一户”限定政策

近年来，上海多个区在义务
教育招生时都有“五年一户”限
定政策，与往年相比，今年实施

“五年一户”政策的区也基本保
持稳定。

黄浦区明确，公办小学招
生，对于本区户籍地（户主为直
系亲属或儿童本人）与居住地
（产权人或承租人为直系亲属或
儿童本人）一致的适龄儿童，当
报名人数不超过对口学校招收
学额时，安排对口入学；当报名
人数超过对口学校招收学额时，
按照入户籍时间长短顺序安排
入学，超出学额部分实行区域内
统筹安排入学，黄浦区每户地址
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
学的机会（二孩、三孩或多胞胎
除外）。

徐汇区明确，公办小学招
生，根据“相对就近、免试入学”
的原则，继续实行对口入学的办
法，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各校继

续实施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
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
胎、二胎和三胎除外）；小学班额
不超过45人。公办初中招生，根
据“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的原
则，继续实行按学生户籍性质，
采用小学对口入学、划块电脑派
位入学相结合的方法，各校继续
实施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
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
二胎和三胎除外），对口入学和
电脑派位的学生须有本区学籍
三年以上；初中班额不超过 50
人。

宝山区规定，各校继续实施
对口校区内同一居住户地址五
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
机会（多胞胎、二孩和三孩除外）
的政策；适龄儿童（及父母）户籍
迁入直系亲属户籍内满五年并
与同住的，可享受对口入学政
策。与上述政策不符的或迁入
非直系亲属户籍内的由区教育
局统筹安排入学。

杨浦区也继续实行“一个户
籍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

对口入学机会”（同一居住户二
孩除外）。如地段内适龄儿童数
大于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可根据
适龄儿童全家户口入户情况、入
户年限等人户信息制定招生方
案，并在学校网站公示。此外，
长宁区各公办小学也继续实施
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
校对口入学机会的做法（多胞
胎、二胎除外）。

与此同时，浦东新区、闵行
区、嘉定区、松江区等继续实施
部分学校“五年一户”政策限
定。嘉定区教育局从2020年起
对本区入学需求突出的公办小
学，实施“五年限一”政策，具体
为：同一居住地址五年内只享有
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
胎、二胎除外），为保持政策延续
性，该办法逐年过渡到位。2025
年申请入学的同一居住地址未
安排对口入学须满五年。此外，
嘉定区教育局从2024年起对本
区入学需求突出的公办小学，实
施对口学区入户年限规定，具体
为：2024 年入学的须满一年，

2025年入学的须满两年，依次类
推，直至满三年。此类学校如果
当年度人户一致学生数超过招
生计划数，按适龄儿童户籍迁入
时间先后排序安排入学。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等
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
随着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

陆续开始进入学龄期，家里多个
孩子因种种原因无法在同一学
校就读成为困扰部分家长的难
题。去年，上海部分区在义务教
育招生细则中提出，将积极为

“多孩同校就读”创造条件。而
今年，多个区仍明确表示，积极
为同一家庭多孩同校就读创造
条件。

黄浦区表示，各小学应严格
按照区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就
近入学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安
排适龄儿童入学，积极为同一家
庭多孩同校就读创造条件。嘉
定区也表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应按照区教育局确定的就近入
学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安排适

龄儿童和学生入学，积极为同一
家庭多孩同校就读创造条件。

虹口区明确，根据生源、学
校分布情况，确定各校对口招生
入学范围与招生计划，确保辖区
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接受义
务教育，积极为同一家庭多孩同
校就读创造条件。宝山区、杨浦
区也都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应按照区教育局确定的就近入
学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安排适
龄儿童入学，积极为同一家庭多
孩同校就读创造条件。

此外，在招生细则中，各区
都表示，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
入学工作规范管理，全面落实义
务 教 育 阳 光 招 生 专 项 行 动
（2025）的各项要求，严禁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在招生计划之外自
行招收学生，严禁擅自跨区域招
生。实施均衡分班，严禁本区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举办或变相举
办各类重点班、快慢班等；严禁
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
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严
禁以任何形式选拔学生。

昨天下午，上海各区教育局公布了
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实施方案和招生细
则，广大家长最关心的公办小学划片范围、
公办初中对口方式、民办学校招生计划等
信息纷纷出炉。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今
年徐汇、杨浦、黄浦、宝山等区继续全区实
施“五年一户”政策；浦东、闵行、松江、嘉定
等区，部分学校实施“五年一户”政策。此
外，今年部分区教育局在招生细则中继续
明确“积极为同一家庭多孩同校就读创造
条件”。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记者从上海大学采访获悉，
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组成
的实践团队扎根张庙街道，线上
线下双渠道进行“智慧养老”的
科普宣传，并不断收集老年人的

“养老服务需求清单”，以此搭建
张庙街道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线上，实践团队开通微信公
众号推送科普文章，历时两年，
为老年人如何更好地进行居家
养老提供参考；线下，依托社区
居委会和群众基础，成功举办了
近50场次的宣讲活动与各类社
区共建活动，通过健康公益讲
座、健康体检、智能互动游戏和
晚会表演等多种形式，为老年人
关注“智慧养老”埋下科普的种
子，同步向广大社区居民源源不
断地征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
功能需求与改进意见。

以“迎中秋·助邻里”社区活
动为例，实践团队的社区宣传容
纳了健康监测服务、社区服务介

绍、互动科普游戏等多个模块，
吸引了近 500 人次的老年人参
加。“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暖心！
刚刚在科普游戏里体验了智能
健康检测，还真能查出我血压偏
高。”68岁的李阿姨举着刚赢得
的香囊礼包笑道，“我也在便利
贴上写下了我对智慧养老服务
的期待，以前觉得高科技离我们
老人很远，今天才发现，这些科

技就像月饼里的豆沙馅——甜
到心坎里了。”

这群大学生们逐渐走进老
年人的世界，开展深度访谈、入
户筛查，以实地口述史进一步探
寻老人们的生命史，将收集到的

“养老服务需求清单”删繁就简、
保留基本需求，为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的搭建与完善提供参考。

“药盒会说话”“摔倒能自动

报警”……老人们写下的这些看
似简单的诉求，成为了技术攻关
的重要起点。老年人因操作障
碍放弃智能设备的现实，催生了

“从皱纹里长出来”的适老化改
造——研发团队持续、长期地深
入观察了老年生活场景，将老人
心理融入设备设计，将老年智慧
转化为科技语言：智能终端采用
高对比度色彩设计，智能终端界

面采用高对比度色彩、延长触控
反馈时间，甚至开发方言语音交互
系统，让吴侬软语也能指挥智能设
备，进而使得智慧养老服务的功用
效果更贴近老年人需求，助力更多
老年人跨越认知鸿沟、数字鸿沟。

正如团队负责人所言：“每
一条便利贴上的需求和建议都
是科技向善的路标，我们将继续
优化系统，让幸福晚年从‘养老’
变‘享老’。”经过进一步的深入
研发与设计创新，系统从单一的

“一键报警功能”进化至覆盖“物
联感知-智能预警-服务调度-
效果评估”的全流程服务闭环，
形成了数字成果全覆盖。

在收集到完备的老年人养
老服务需求后，实践团队还持续
动员社区居民与服务商户加入
到便民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团队，
共同组成社区联盟，提供了各项
便民服务，织密了为老服务供给
网，实现了服务提供的规模化。

586张手写便利贴里的养老心愿
上大实践团队帮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张庙街道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的诞生，始于一场场充

满烟火气的社区对话。37场

座谈会、586条手写需求——

这些由老人举着放大镜在便

利贴上写下的朴素愿望，构

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灵魂。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实施方案和招生细则昨日公布。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智慧养老”科普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