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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孙建军在
《关于农村校车安全问
题的建议》中呼吁，在相
关区县资金允许的情况
下，尽快为农村学校配
备校车。

在提案中，孙建军
讲述了自己去年在西营
镇当地调研的结果。他
发现学校和乡镇没有足
够的资金购买校车；另
外学生家长没有能力支
付过高的乘车费用，一
般每天支付车主1元钱
的车费。车主为了保证
成本，而导致多拉、超载
现象。因此他建议，不妨
先搞一个2—3年的过度
阶段的方案，以解决燃
眉之急，杜绝学生意外
伤害事故的发生。

经常超载的“校车”停运后，不少村民每天来回六趟接送孩子

黑校车是该查该停运，

可正规的校车啥时能来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张頔

自从村子里那辆经常超载的“校车”停运后，王春灵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接送在6里地外读小学的

孩子。不仅是像王春灵这样的家长渴望孩子坐上正规安全的校车，学校也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校车，那

样老师们就不用为学生们的上放学安全担心了。

王春灵住在济南市历城区有
兰峪村，一条绕城高速公路将村
子和镇上的小学隔开来，之间有6
里路的距离。之前村里有一辆核
载36人的大客车，每天负责接送
村里的小学生。王春灵说，客车只
有一辆，学生有110多个，免不了
要超载。2 0 1 1年1 2月，国内连续
出了几次校车事故后，交警查得
严 了 ，村 里 的“ 校 车 ”也 就 不 开
了。

王春灵说，孩子上二年级，正
是长身体的时候，现在不能像以前
那样回家吃午饭了，她只好骑着摩
托车把午饭送到学校来。“下午4点
放学，我3点半还要来接他。”王春
灵抱怨道，“一天来回六趟都是为
了接送孩子，想干点事也没有大块
的时间了。”

2月12日，济南市市中区陡沟
街道办事处丰齐村斥资80万，购买
了两辆进口“大鼻子”校车，用于接

送村里孩子们上下学。这一举措无
疑为安全校车的落地，提供了一个
建设性的参考。

而日前记者从济南市教育部
门了解到，除了历下区有6辆专用
校车、历城区在乡镇学校有少量学
生专用车外，市中区、槐荫区、天桥
区教育部门的相关人士均向记者
表示，一辆属于学校的校车也没
有。

华山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

刘殿禄告诉记者，学校共有1200多
名学生，来自周围的15个自然村。
其中家远的学生大部分乘坐接送
学生的8部社会车辆。

“如果没有这些车辆，离学校
较远的孩子上放学将是个问题。”
刘殿禄说，“其实我们也想拥有自
己的校车，那样学校有管理权，会
更好地保护学生的安全，但没有这
部分资金，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出资
购买校车，并配备好司机。”

2011年济南市两会，多名人大
代表就校车问题提交了建议。其
中，济南市人大代表傅强和刘友文
分别提交了《关于实施“校车工程”
建设，切实维护少年儿童人身安全
的建议》和《关于对我市接送中小
学生的校车进行统一管理的建
议》。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校车
似乎没有多大进展”，接受记者采

访时，傅强表示。
“我认为主要难处在于校车涉

及多个部门，但相关部门都表示没
有资金或能力去购置校车，那就应
该由政府出资。”傅强说，今年济南
市两会，他依然准备了有关校车的
建议———《关于加快济南市“校车
工程”建设步伐的建议》。

记者采访了解到，“学校买不

起、买得起也养不起”是济南校车缺
乏的重要原因。“一辆校车几十万，谁
来出这个钱？”“即使学校出得起钱，
车辆的保养费用等等怎么办？”

另外，省城教育部门一位工作
人员也坦言，校车不像运钞车等属
于特种车辆，归教育部门管还是归
交警部门管？一旦校车出问题，谁
来担责？

对于资金缺乏问题，傅强认
为，“教育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应该
履行教育职责，没有资金可以向政
府反映，哪些学校需要校车，需要
多少校车，这些情况必须首先排查
摸底。”傅强说，校车没有进展，不
单单是钱的问题，还有责任心的问
题。“没有钱，政府部门可以想办法
解决。”

“排查摸底校车的需求情况应
该由教育部门承担，但设置校车的
途径可以有多种。”傅强表示，校车
不一定非得归学校所有和管理，

“应鼓励民间力量参与购买校车，
为政府分忧，加快校车建设步伐，
但政府应该作为校车投资的主
力。”

傅强认为，政府可以出资购置
校车，也可以由爱心人士、企业出

资捐助。另外，济南市市中区陡沟
街道办事处丰齐村的模式也可以
借鉴，由村委会或居委会出资，甚
至村民集资。“甚至还可以整合治
理社会上现有的手续不全的‘黑
车’，让他们补办手续并维修好车
辆，使之合法化。”傅强说，只要车
辆牌照齐全、手续合法，有利于学
生上放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都可以运营。

此外，傅强还提出，能否采取
租赁方式，类似于出租车公司，由政
府投资成立校车租赁公司，租给有
校车需要的学校。傅强表示，学校租
校车比买校车合适，如果学校购买，
一方面没有资金，而且校车的维护
运营以及司机的聘用，都是问题。

“教育局也在等待国家能尽早
出台校车的相关规定。”日前，来本
报接热线时，章丘市教体局局长李

忠新对于校车的管理体制也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应由政府出台
相关法规进行监管，来核准驾驶员
的资质，保证校车的定期检测。

另外，在校车经营方面，李忠
新认为，可以采取社会兴办、企业
运作的模式，校车不一定归学校所
有，可以依托公交公司来提供车
辆，这样既节省经费又能提高校车
的利用效率。

政协委员提案：

尽快为农村

学校配校车

>> 校车不一定归学校所有，可以考虑由企业经营

>> 学校买不起校车，即使买得起也养不起

>> 一天六趟接送孩子，想干点事也没时间了

“以前都是村里的‘校车’中午把孩子送回去，现在‘校车’没了，可苦了家长了。一天来

回六趟都是为了接送孩子，想干点事也没有大块的时间了。”

——— 历城区有兰峪村王春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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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坐上村里给买的“大鼻子”校车，感觉安全多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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