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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图图读读者者卡卡一一年年废废了了88550000张张
免费借阅证遭遇浪费尴尬

本报2月23日讯(见习记者 王
红星) 免费的图书借阅证方便了
市民享受图书资源，但由此也引发
了浪费的问题。在二环东路的山东
省图书馆里，每天都有不少读者前来
退证，去年一年就退掉了8500张借阅
证，补办7014张借阅证。然而这种损
耗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免费而招致的
浪费，不少读者去图书馆忘记带证
都要新办一张。

据了解，山东省图书馆是自
2011年开始免费开放的，在免费
开放之前办理借阅证除了要收15
元的开卡费之外，还收取10元的
年检费。而免费之后，市民办理借
阅证就只需交100元押金了。免费
开放后，办理借阅证的人日渐增
多，但免费的借阅证却招来了浪
费的新问题：每年退卡的人也不
在少数。一项来自山东省图书馆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山东省
图书馆新办借阅证22288张，其中
退证数量就达到了8500张，占到
了新办证的近三成。退证数据中
尚不包括7014张因忘带、遗失、折
损等补办的借阅证。而据了解，一
张借阅证和押金条的工本费约在
1 . 5元—2元左右。

“基本上每天最少都有七八个

退证的，免费办证是造成退证、补
办证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山东
省图书馆一位张姓工作人员称，有
很多市民过来办了卡，到借阅室里
转一遭，发现没有想看的书或者由
于其他原因，当天就把新办的
借阅证退掉。“对于这
种情况，工作人员也
不好说什么，因为
办 卡 退 卡 是 读
者的自由，但这
些退回的借阅证
和押金条都无法二
次使用，只能当做垃
圾处理，确实是一种浪
费。”

同样的问题在济南市图
书馆也存在，“济南市图书馆
2008年就已经在全市免费开放
了，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退卡的人
比免费前多了很多。”济南市图书
馆副馆长吴伟称，“有些读者来馆
里看书，忘记带借书卡、阅览卡就
要新办一张；有的读者一年能补办
五六次，这对于图书馆来说实在是
一种浪费。”鉴于此，济南市图书馆
向退证后再办，或者因丢失等原因
补办的读者收取5元的报名费和2
元的工本费。

赵女士的女儿2010年12月份出生，按
照三岁入园的条件，去年9月份幼儿园招
生时不能入园。但她得知不满三周岁可以
先上“托班”后，就把女儿送了进去。

耿女士的儿子2010年10月份出生，由
于小区附近的幼儿园没有开办托班，她索
性直接让孩子提前上了小班。前几天，幼
儿园园长表示，在园幼儿截至去年8月31
日不满三周岁的，这次审核不能通过，无
法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说等到今年8月
份再审核时就能通过了”。

按照之前印发的《致全区幼儿园在园

幼儿家长的一封信》，享受保教费减免的
在园幼儿为3-6岁，截止出生日期为2010
年8月31日。“因为今年第一次实行保教费
减免政策，我们正考虑将范围扩大。”日
前，历下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经过了解，去年不满三周岁入
园的孩子占有一定比例，为了幼儿家长考
虑，准备做一些调整。“截至2013年12月31
日年满三周岁的，也考虑解决了。”

该负责人表示，全区幼儿园从2014年
9月份秋季入园开始，将严格按照幼儿满
三周岁入园的条件执行。

家住历下区华阳路39号的一名幼儿
家长在历下区务工，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但居住地没有居委会，幼儿园要求提供的
居住证明和与孩子共同生活的证明，不知
道该如何开具。

记者联系历下区教育局了解到，历下
区于2011年设立了华阳社区居委会，这名

家长的居住地可能由该居委会管辖。但华
阳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华阳路39号
并不属于华阳社区居委会管辖，目前还没
有居委会，建议该幼儿家长到姚家街道办
事处开具证明。对此，历下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表示，如果幼儿家长居住地的确没有
居委会，可找街道办事处出具居住证明。

一名幼儿家长反映，他是外地户口，
在历下区工作三年多了，从没去派出所办
理过暂住证或居住证。“像我们这种情况
还能让孩子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吗？”

另外一名外来务工家长称，他们没办
过居住证，前两天找居委会出具实际居住
满两年的证明时，居委会表示没有公安部
门的暂住证或居住证，无法证明实际居住
时间，无法给他们开居住证明。

对此，历下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实施细则，除历下区常住户籍人口
外，历下区常住非户籍人口和外来务工人
口均需在历下区实际居住满两年及以上，
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

针对有家长反映在历下区打工多
年，但未办居住证，工作人员表示，“如
果确因特殊情况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居
住证的，只要居委会能够证明他实际居
住满两年，也可以，否则就无法享受保
教费减免政策。”

“房子在历城区，和我们相隔不到两
百米的地方就属于历下，孩子在历下区的
幼儿园上学。真是闹心。”一名幼儿家长在
网上发帖吐槽。

记者从历下区教育局了解到，目前该
区在园幼儿有一万八千余名，约有一万四
千名能够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剩余约四
千名不符合政策。

“这些不符合的，主要是济南市其他
区来历下择园的孩子。”工作人员表示，
还有一些不符合的为历下区常住非户籍
人口以及外来务工人口实际居住不满两
年的。

之所以外区在历下区择园的幼儿不

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上述人士解释，历
下区幼儿园的承受能力有限，设定条件
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历下区符
合条件的孩子。“如果说其他区的孩子都
来历下择园，学位有限，历下区的孩子可
能就解决不了了。”

按照实施细则，非历下区户籍的常
住人口也在享受减免政策之列，但必须
在历下区有房产且居住满两年以上。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幼儿园入学遵
循“相对就近，严限年龄”的原则，按照

“幼儿家庭住址由近至远、幼儿年龄由大
到小”的要求，不以家长报名先后顺序为
录取条件，按时组织招收适龄幼儿入园。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刘甲

【问】去年入园时未满三岁，能否减免

【答】保教费有望减免，今年9月份招生须满三周岁

【问】居住地没有居委会，证明咋开

【答】没有居委会的，可找街道办事处开具

【问】在历下区务工三年，未办居住证

【答】无法证明居住满两年，不能减免

【问】在历下区择园的幼儿，能否享受减免

【答】非历下区户籍，须在历下区有房产

【问】为何一年分两次审核

【答】考虑外来务工人口和家长的需求
【问】历下区集体户能否享受减免？

【答】单位集体户，须个人在本市其他区没有房产

去去年年入入园园未未满满三三岁岁，，保保教教费费有有望望减减免免
历下区教育局：今年幼儿园招生，幼儿须满三周岁

孩子去年入园时未满三周岁、居住地没有居委会、在历下区务工多年但一直未办居住证……历下区减免全区幼儿园在园园幼儿保教费
的实施工作开展后，不少家长致电本报咨询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人群能否享受保教费减免？记者为此咨询了历下下区教育局。

王先生在历下区一家省属事业单位
工作，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内，户口也
属于集体户。今年9月份他的儿子就满三
周岁，开始上幼儿园了。“像我这种情况，
如果在历下区上幼儿园，能享受保教费减
免政策吗？”

另外一名幼儿家长则是文化东路
某省属高校的在读博士生，孩子正在历
下区某幼儿园就读，询问能否享受减免
政策。

对此，历下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操作细则，历下区常住户籍人口分为
三种情况，其中第三种为：历下区单位集

体户口、个人本市除历下区外其他区无房
产，长期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历下区内住房
的，共同生活的直系子女。

“单位集体户口，必须要求在济南没
有房产。”工作人员称，有些人在历下区工
作，户口在单位的集体户上，但在其他区
买了房子，户口没往外迁，这种不符合条
件。“其他区有房产的话，他就应该把户口
从集体户中迁出来。”

工作人员表示，对于高校的在读博士
生，如果户口属于高校的集体户，在学校
分配的宿舍居住，济南市又没有房产，就
可以划为历下区常住户籍人口的第三类。

在《致全区幼儿园在园幼儿家长的一
封信》中，记者注意到，保教费减免的审核
程序分为初审、复审和公示三个阶段。一
年分2月份和8月份两次审核。

为何一年要分两次审核？对此，历下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主要是针对
外来务工人员，目前在历下区的外来务工
人员占了常住人口三四成。“他们过了春
节，带着孩子到济南打工了。或者他以前
来的，只要在这里住满两年了，就得为他
们考虑。”

另外，有些幼儿园的大班幼儿，春节
后可能会选择去上幼小衔接班，这样幼儿
园就有了空位。“所以过了春节，幼儿园会

适当地招一部分幼儿，这也是为家长人性
化考虑。”

该负责人表示，截止到每年的8月
31日，满三周岁的幼儿符合条件入园，
三岁以下的，幼儿园不收。“比方说，有
的孩子是 1 0月份的生日，如果等到第
二年的9月份再入园，孩子就接近四岁
了，家长有意见。”因此，每年2月份，幼
儿园在有空位的前提下，就安排一部分
适龄幼儿入园。

“但这不叫春节招生。如果幼儿园没
有空位，就白搭了。”该人士表示，实际上2
月份入园的幼儿人数很少，绝大部分幼儿
都要到9月份才正式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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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免费午餐
也需珍惜

对于免费的借阅证，读者不能因可
以再办而不加珍惜。借阅证和押金条虽
然不用读者自己花钱买，但仍是一种公
共资源。在免费开放的图书馆里，市民何
时办借阅证，何时、何因退证和补办固然
是一种自由，工作人员也不能阻挠，但对
于这样的免费午餐，我们在合理使用的
同时，是不是也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大
多数人都知道勤俭持家的道理，对自己
辛苦赚来的钱也能精打细算，然而“羊毛
出在羊身上”，公共资源不是天上掉下的
馅饼，图书馆的免费开放靠的是财政的
专项补贴。

因权谋私、贪污国家钱财的官员自
然是人人喊打，但细想起来，这种对公
共资源的肆意挥霍又何尝不是一种可
耻的行径。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
强，在未来，这种免费的福利会越来越
多，但是作为受惠者的我们是否已经准
备好了呢？

见习记者 王红星

◎“历下区幼儿园保教费减免”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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