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2月 15日讯
(记者 侯晓 ) 到了
冬季，枯死的芦苇怎
么 处 理 成 了 一 个 难
题。在滨州市区，一些
沟渠变成了芦苇荡，
芦苇绵延几公里。“留
着容易发生火灾，腐
烂了还影响水质。”而
一些摄影爱好者则认
为，“留着作摄影素材
不错，而且有利于野
生动物栖息。”

15日，记者在黄河
二路渤海十八路至新
立河东路路段之间看
到，道路两侧的干渠内
长满了野生芦苇，根茎
都已变黄，部分芦苇开
始倒伏。记者自黄河二
路渤海十八路路口东
行，道路北侧芦苇丛一
直延伸到新立河西路，
南侧的芦苇延伸到渤
海十四路，绵延将近两
公里。

一些市民反映，
干渠内芦苇从今年春
就开始生长并形成规
模，“河道杂草丛生，
实在不雅观，芦苇变

干，如有人不慎引燃
芦 苇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随后，记者在黄
河二路渤海十三路附
近的彩虹湖观察到，
岸边也长满了芦苇，
与路边的芦苇相比，
湖里的芦苇看上去能
为彩虹湖风景区增色
不少，天气虽冷，仍有
市 民 在 湖 边 竞 相 拍
照。

不少在彩虹湖边
游玩的市民表示，长
在湖中的芦苇能为摄
影爱好者提供大量素
材，还有利于野生动
物栖息。

彩虹湖管理办公
室的杨先生介绍，湖
中芦苇和路边干渠内
的芦苇都是野生野长
的 ，生 长 速 度 极 快 ，

“今年5月份派人来割
过芦苇，公司开了辆
大车来运，运了七八
天也没有运完，但之
后芦苇对继续生长，
如 何 处 理 让 人 很 挠
头。”

市区沟渠变芦苇荡

咋处理芦苇成难题

城区学校呼唤校医足额配置
家长不放心孩子在校医院接受治疗、不具备行医资格让校医地位尴尬
记者 张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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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1 5 日，记者在滨城区逸夫小
学门口采访时，大部分家长肯定
校医存在的必要性，但问及是否
放心让孩子接受校医治疗时，家
长们纷纷摇头，“孩子出现什么紧
急情况，校医可以及时赶到，但校
医的水平可能不是那么高吧，孩

子遇到什么事情，还是去医院比
较稳妥。”

“现在都是按照学生数卡编
制，校医的编制问题是制约校医发
展的一个原因。”滨城区教育局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学校虽然
急需校医，但编制问题得不到解

决，一些医生就不愿意做校医。
一名老师说，校医院的医疗

水平普遍较低，只能做一些简单
的磕伤碰伤的处理，大部分校医
也不具备行医资格证。这让校医
的地位很尴尬，也让一些学校配
备校医难上加难。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城市普通中小学、农村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设卫生
室，按学生人数600:1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各中小学发现，大部分中小学校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滨城
区第一小学有学生将近2500人，仅配备了1名校医，而按照国家规定，至少要配备4名
校医。

“处理磕磕碰碰的小伤可以”，大部分学生家长对校医还是肯定的，但是家长并
不放心让孩子在学校医院接受治疗。再加上很多校医不具备行医资格，这让校医的
地位很尴尬。

现象 >>

校医不足，有的学校2500名学生配1名校医
滨城区第一小学有学生将近

2 5 0 0 人，聘请了 1 名校医，校医持
有护士证。

按照国家规定，将近 2 5 0 0 人
的 学 校 ，至 少 要 配 备 4 名 专 职 校
医。“我们有专门的卫生室，仪器
比较齐全，能够对孩子平时的磕
伤碰伤做简单的处理。”1 5 日，滨
城区第一小学一位老师说。

由于学校距离滨州医学院附
属医院比较近，孩子出现什么大
的问题可以很方便地去医院进行
治疗。滨城区一些中学也面临着
同样的状况，3 0 0 0 多名学生的学
校内，设有医务室，但专职校医却
不足5人。

这种情况在滨城区其他学校
并不少见，虽然每个学校都配有

保健医生或者专职校医，但与国
家规定的“城市普通中小学、农村
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设卫生室，
按学生人数 6 0 0 : 1 的比例配备专
职卫生技术人员”还有一定的差
距。

滨城区第四小学有约1170名学
生，配有1名校医；滨城区第六小学
约960名学生，也是配有1名校医。

探因 >>

学生不信任、待遇问题等让校医地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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