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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调研爆“小饭桌”弊病
一企业采纳调研拟推规模化配餐
本报记者 赵伟 实习生 王鑫鑫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李
钢） 近日，山东省中医院“大
师风采·薪火相传”系列讲座又
迎来了一位大家，他就是被誉
为中医界“活辞典”的张志远教
授。

讲座会场座无虚席，没有
座的听众只好簇拥在夹道中，
聆听张志远的讲座。本该进行
约一小时的讲座，他一口气讲
了两个多小时。从中医发展历

程说起，一直讲到具体专业领
域，一点一点为在场的听众娓
娓道来。

张志远教授是山东省中医
医学史及各家学说学科创始
者，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93岁高龄的张老，为中医事
业辛勤耕耘70多年，至今已阅
览中医药相关书籍3万余册，积
累了千万字读书卡片、笔记，出
版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

论文400余篇。
93岁高龄的张志远教授用

“活到老学到老”开始了讲座。
他告诉年轻的学子他现在仍坚
持学习。

张志远教授提到，从小生
活在家传世医家庭中，让他学
会认真对待知识，不断学习钻
研；青年时进入中医学校，让他
学会博爱众生；种种人生经历，
又让他悟出学习是达到目标的

最佳路径。
他认为，追求事业与理想

时要拥有热情，但不要去苛求
绚丽。对待名利需要有一种虚
怀若谷、淡泊坚定的精神。

他还通过列举经方、时方
和杂方派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总结出中医临床中精华和规
律，以及作为医生所必须的特
质。张老用最简单的话为后学
阐述了最深刻的道理。

中医界“活辞典”，93岁张志远谈中医与人生

面对名利要淡泊坚定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孙秋月） 16日下午，公交

“文明讲堂”进社区活动在市中区舜
玉社区启动，济南公交二公司印制了
1500份公交地图和《公交便民手册》
免费发放给市民。

“有了这张公交地图，以后坐车
就方便了。”社区居民陈先生表示。

公交地图上标注了济南市近200

条公交车的最新线路和运营时间，还
标注了市区重要站点的运行公交车。
便民服务手册是济南电子车票发售
处示意图，标明了19处电子车票发售
处的营业时间、具体地址和附近重要
的公交站点。

公交二公司工作人员毕磊介绍，
为了此次公交“文明讲堂”进社区活
动的开展，公交公司印制了1500份乘
车指南图，“一方面是为了将乘车路
线明确化，方便居民出行；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调动市民参与活动的热情，
以方便我们更好引导文明乘车”。

1500份公交地图

赠社区居民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赵伟
通讯员 宋振飞） 16日上午，济南
市城管局城管慈善工作站工作人员
将1000元慰问金，送到了被撞环卫工
丁平柱手中。同时，市城管慈善工作
站负责人表示，近日将成立济南市环
卫工人法律服务团及环卫工人法律
援助工作站。

44岁的丁平柱是王官庄环卫所
环卫工，5月12日凌晨3点左右，上早
班时被背后开来的一辆面包车撞伤。
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花费5千余元。
市城管慈善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
送来1000元的慰问金。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为维护
环卫工人的合法权益，做好环卫工人
法律服务保障工作，经与市司法局、
市城管局协商，市律师协会将于下周
成立“济南市环卫工人法律服务团”。
服务团由热心公益事业的19家律师
事务所律师组成。

城管局将成立

环卫工法律服务团

济南将摸底调查

25 . 1万个井盖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王光营）
井盖丢失伤人难寻责任方的困局

有望被打破。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16日发布信息称，近期将完成对城区
道路25 . 1万个井盖的摸底调查，并安
排环卫一线工人全天候维护，发现问
题要先解决后协调。

市政公用部门将先加强对井盖
的维护管理，近期完成对城区道路
25 . 1万个井盖设施的摸底调查，重点
针对弱电通讯等井盖设施。治理将会
明确井盖的区域权属和维护管理职
责，并建立产权单位专项维护管理经
费制度，公开井盖设施管理信息。

此外，市政公用部门将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居民区、公共场所井盖设施
的监督管理，其目的是消除管理盲
区。此举将在下述措施的配合下完
成：加大路政巡查力度，主动发现问
题并限时处置；坚持12319热线投诉
处置，充分发挥环卫一线人员的作
用，全天候抢修维护。发现问题要先
解决再协调，杜绝推诿扯皮。

针对问题井盖的更新换代，市政
公用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井盖设施规格
标准，将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逐步更
换问题井盖。为保证这一措施能够施
行，在井盖设施设置前，市政公用部门
将落实井盖的维护单位。

格部门动态

条件差、人员素质低、多数达不到《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审查规范》中经营业态准入标准……

这是山东大学学生李可心等人4个月的“小饭桌”调研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这份报告日前受

到济南民建市委和相关企业关注。

四个月

走访179家“小饭桌”

“下午民建济南市委来学院找
我，做的‘小饭桌’调研被他们采纳
了……曾经的一个梦终于要实现了，
下午谈完乐哭了。”4月23日下午，网
名为“可心同学在洪楼”的微博引起
记者注意。

联系微博博主后记者了解到，该
网友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学院大三学生李可心，她的调研是名
为《中小学“小饭桌”现状调查及对策
研究》的课题报告。

4月25日，在山大洪家楼校区，李
可心说出了做这个课题报告的缘由。
小饭桌连着千家万户，既是民生问
题，也是社会难题，直接影响儿童的
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可是无论在
临沂还是在济南，小饭桌普遍存在无
序经营、脏乱差、食品不安全等问
题。”

“正好去年山大举办了一个挑战
杯大赛，我就以此为契机，联合其他
同学，一起做起了小饭桌现状调研项
目。”李可心说。

历时四个月，她们先后深入济
南、临沂两地市区与农村，在校外
实地走访了179家“小饭桌”。其中
济南有 1 2 6家，涵盖历城区、历下
区、市中区等，发放调查问卷 3 4 7
份；临沂有53家，发放调查问卷53
份，“我们还对当地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卫生局、教育局、工商局
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为更好地对小饭桌进行
管理，使其走上正规化的发展
道路，李可心在本次课题研究
中针对已有“小饭桌”的管理，
以及未来“小饭桌”的发展道路
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两种模式。

“社区公共服务托管模
式，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
解决城市小饭桌中的作用。”
李可心解释，社区公共服务
托管适合于学校分布与学生
资源都较密集地区，这样有
利于充分利用社区土地资
源，服务社区中小学生。规范
化统一经营管理能有效解决
当前“小饭桌”零散分布、管

理混乱的局面。
“另一种是学校式托管

模式，学校本身不开办食堂，
而由市场上专业的配餐公司
为学校提供配餐服务。”李可
心称，在土地资源较为紧张
无法在社区建立统一餐饮服
务中心、学校分布较为零散
的状况下，采取市场化管理
为学生配餐。

“当前济南洪家楼小学采
取的市场化社会配餐制度比
较典型。在此种模式下，政府
部门可以委托学校进行托管，
将学校周边‘小饭桌’纳入学
校托管范围，由主管部门选取

正规、安全的配餐企业为学校
提供餐饮服务。”李可心说。

济南一家企业负责人张
先生也称他们正联合济南市
相关部门，试点建设一个中型
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营
养配餐公司。”张先生称，现在
准备得差不多了，准备在市中
区进行，投资在600多万，从5
月份开始，建设统一的配餐公
司，9月1日准备投入使用，能
给2万名左右的学生提供午
餐，并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进
行营养化配餐。通过这种方
式，让学生吃饱、吃好、吃出健
康来。”

调研提出小饭桌两种解决方案

李可心团队的劳动成
果———《学生自主创新研究
项目结题报告书》由厚厚一
沓A4纸装订而成，近30页。
内容包括课题概述、调研内
容、解决方案等，最后还附了
两份调查问卷。“我们都是一
家一家进‘小饭桌’做的调
查，调查结果全部列在报告
书里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小饭桌存在的问题实在
是太多了，让人揪心。”李可
心感慨：由于“双职工”家长
比较忙、学校没有设食堂等

原因，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小
饭桌。其调查显示，有70%的家
长对小饭桌表示不满，不满意
的原因主要是饮食不健康。

在李可心和同学走访的
济南小学周围，很多小饭桌
隐藏在街边小巷里，卫生设
施不完善，厨房面积小，而且
布局混乱。很多生熟食品及
厨具没有分开，缺乏必要的
消毒设施。“较偏远地方的小
饭桌就更明显了，卫生状况
同样堪忧。”

李可心称，小饭桌存在
的另一大问题是准入与监

管困难。“小饭桌”大都规
模比较小，软硬件比较差，
人员素质低，达不到《餐饮
服务许可管理审查规范》规
定的任何一种经营业态的
准入标准。

“有的学校周围若干小
饭桌的营业执照与卫生证明
早已到期，而经营者对此也
毫不在意。”另外，“小饭桌”
多在居民区内，造成扰民，还
存在接送孩子有安全隐患、
各自定价收费混乱、经营者
素质低下、身体成长隐患等
问题。

七成家长不满小饭桌饮食

李可心团队的劳动成果《学生自主创新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近30页，内容丰富详细。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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