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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校车运营模式之困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破旧的小客车四处透风，孩子们或坐
或站，书包堆成一排，随着车辆左右摇摆。
这个情景在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破旧
的校车承载着孩子们的求学梦。发生在甘
肃省正宁县的“11 . 16”幼儿园校车事故，核
载9人的车上装了64人，校车安全问题再次
被推向前台。事故发生后，济宁市交警、教
育等部门开始对中小学及幼儿园校车进行
整顿，但记者连日在采访中发现，黑校车被
取缔、查扣，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乡村学生上
学安全问题。谁该来为校车埋单？乡村校车
运营模式的困局亟待解决。

11月23日上午11时30分，任城区接
庄镇中心小学门口聚集了大批前来接
孩子的家长。记者注意到，这些家长们
的交通工具中，电动三轮车占了大多
数。下课铃声响起，幼儿园的孩子们飞
奔着跑出校门，扑向自己爸爸妈妈或爷
爷奶奶的怀抱。

一位50多岁的大妈抱起自己的孙
女，给她穿上厚厚的棉袄，放到一辆电
动三轮车上离开；一位中年妇女的一辆
电动自行车上前后各带了一个孩子，

“帮邻居一块接回去”，话音未落，就骑
着车快速离开……“两天前，校门口还
有6辆接送孩子的面包车，现在一辆也
没了，这不，现在都得靠家长来接来
送。”一位孩子家长的语气中带着些许
埋怨。

济宁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李志刚介
绍，目前部分乡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中
小学、幼儿园，还存在着利用报废、拼改
装车，甚至是农用车接送学生的现象。

“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车都不能称之为
‘校车’，这些车辆一般都超载，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

“目前大部分还是由家长接送，高
年级的小学生以及中学生自己上学，家
长对校车的需求并不迫切。为争夺生
源，部分城乡民办幼儿园购买廉价面包
车或者二手车接送学生。这些车没有登
记，也没有监管，难免存在超载、违规等
问题。”接庄镇一小学校长告诉记者。

“座椅改长凳，核载17人塞进51名
小学生；核载7人，拉了25名幼儿；电动
三轮改成铁笼子装学生……”本报曾多

次对一些非法接送学生车辆的违法行
为进行报道，但是这种现象却依然在发
生。11月22日上午，济宁交警二大队九
中队民警又查获一辆非法超载接送学
生的车辆，核载19人的车被装进了40名
小学生；11月21日16时，金乡交警查扣
一辆普通客车，司机属无证驾驶，核载
11人的车内装了17名学生……

“我们镇上29家幼儿园，9所义务教
育学校，共有27辆校车，车辆的安全状
况还可以，但就是超载。”某镇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教办主任说了大部分乡村校
车存在的真实状况。一位自称是幼儿园
司机的女士说话更直截了当，“我开得
是面包车，核载7人，最少也得拉十五六
个，我女儿也在车上，要想一个人一个
座位，根本不可能。”

孩子小、路太远

近年来，农村小学生源萎
缩，村级小学大量合并。学校
少了，学生们上学就远了，由
此，“黑校车”开始在农村蔓
延。

11月23日上午，济宁交警
二大队联合辖区内的接庄镇、
石桥镇、王因镇的教育、学校、
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和学生家
长代表，召开校车治理工作会
议，共同探讨乡村校车的治理
问题。“不坐‘黑校车’，纯靠家
长接送绝对不现实。”一位家
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孩子每
天上下学要来回4次，“让老人
接送又不放心，大人又没那个
时间，没办法，只能合伙租辆
面包车。”

一说起送孩子上学，很多
家长都大倒苦水。“我们家离
学校距离太远，有8里多路，交
通又不方便。”一位学生家长
说，“看着几十个孩子挤在车
里，我们也担心，但是没招儿
啊，孩子这么小，走不了那么
远的路，家里没车也没时间接
送他们，总不能不让孩子上学
吧！”

家长们的这种想法，并没
有被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所
打破。“都是独生子女，谁不担
心？”一位家长说，虽然担心，
但现实条件摆在那里，“黑校
车”就这样成为了农村孩子没
有选择的选择。

据了解，2010年7月1日，
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
委联合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
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
条件》正式实施，对小学生校
车安全带、“黑匣子”、应急出口
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但在
事实上，即使城区一些比较正
规的中小学，校车也难以达到
这个标准，更不要说是乡村。

记者从济宁市交警部门
获悉，目前，济宁通过审验的
校车不超过10辆，究其原因，
无疑就是经费不足。“学校如
果有正规校车，这种现象才有
可能杜绝。”学生家长胡先生建
议，政府来主导，引进社会资
本，并给予适当补贴。

“我们也想过，但以目前
乡村小学和幼儿园的财力，根
本无法承受。”任城区接庄镇
教办主任江波无奈地说，自农
村小学撤点并校后，交通安全
问题日益凸显，教育主管部门
曾多次进行专题调研，一方面
是学校“配不起、没能力”，另
一方面是学生“住得远、路况
差”，所以一直没有解决办法。

“光堵不疏也不是办法，
黑校车不跑了，孩子们上学又
成了问题。”江波介绍，经过集
中整顿，黑校车近乎“绝迹”，
而学生家长却怨声载道，孩子
们上学成了问题，家长和学校
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破解校车困局政府该“买单”
“如果指望一个营利机构去修

盲道，过一个盲人，就收他5元钱，那
么，这条盲道就永远也修不起来。同
样，校车也是同样的道理。”22日，一
位学生家长对记者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就中小学
校车问题，一直倡导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的思路。尽管如此，“黑校车”问
题仍未得到解决，成为困扰义务教

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阻
碍。而彻底解决农村“黑校车”问题，
就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专家建议，
当前政府部门可考虑把农村中小学
的校车采购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
采取专项资金的方式，通过政府采
购，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农村中小
学配备校车。由于农村学生分布分
散，因此，校车可设定相对集中的接

送点，并向学生收取合理的费用。
采访中，接庄镇教办主任江波

表示，学校置办校车，如果市、县、乡
各级财政能出资一部分，办学方出
资一部分，学生家长也出一部分，这
样层层分担，各方的压力都会减少
很多。

(济宁交警二大队九中队中队
长 杨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格学生家长的纠结 格教育部门的尴尬

“黑校车”被严查，电动三轮车成了接送孩子的“主力”，新的安全隐患接踵而来。

没资金、难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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