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两名名初初中中生生获获全全国国创创客客大大奖奖
他们设计了智能院落，原来停15辆车改造后能停80辆

原本只能停15辆车的小院，经过俩中学生一番折腾能停80辆
车？这并不是痴人说梦。17日，在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济南两个
初二学生以少年宫为蓝本的“改造模型”被摆在了桌子上，用手机
一摆弄，通过手机蓝牙控制的电梯就自动把一辆汽车送入地下。依
靠这个“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整体改造项目”，来自济南二十中
的刘嘉祥和山大附中的陈子萱在1月份的一个全国创客比赛中，获
得了一等奖第一名。

居居民民楼楼里里开开小小饭饭桌桌，，锁锁眼眼被被堵堵三三天天
学校周边的居民小区内，小饭桌扰民仍是老问题

在邻近学校的居民小区内，小饭桌、托管班等学生托管机构越
来越多。但是，这些看起来方便的托管机构，却因扰民成了社区居
民的烦心事。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实习生 李飒宇

小区内开起小饭桌
影响到居民生活

17日，家住明湖小区东三
区的李女士向本报反映，居民
楼内开设的小饭桌给她带来了
很多烦恼。

明湖小区东三区位于按
察司街西侧，附近有大明湖
小学和解放路第二小学。两
所学校充沛的生源形成了强
烈的市场需求，附近居民看到
小饭桌有利可图，便纷纷在家
中开办托管机构。仅明湖小
区东三区六号楼就有六家小
饭桌。

李女士今年已经七十多
岁，她对记者说，在明湖小区
居住的老人比较多。老人们都
有午睡的习惯，但是老人午睡
的时刻大多与孩子们放学时
间重合。由于孩子小，经常调
皮打闹，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
息。“有时我们想休息会儿，孩
子们的吵闹声就传来了。小孩
子精力旺盛，但我们受不了
啊！”李女士无奈地说。

此外，李女士还说，除了噪
音扰民之外，社区业主还对小

饭桌带来的安全隐患分外担
心。“我们这个居民楼临街，外
面时不时有汽车通过，有的孩
子就在马路上玩，一不注意就
容易出事。”

就在采访期间，有居民
称，该小区一家小饭桌的大门
连续三天被人堵住锁眼，并被
涂抹上了粪便。记者找到了这
家小饭桌,小饭桌的负责人承
认确有此事，但是拒绝透露任
何细节。

不少小饭桌临街
孩子安全令人揪心

“甸柳一小周边有不少小
饭桌,有的居民楼上就有四五
家,孩子们放学时确实挺吵,尤
其是一些老人，中午都休息不
好。”甸柳新村二区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居民说。与明湖小
区东三区类似，甸柳新村二区
的居民也饱受小饭桌的困扰。

17日上午11时20分，记者
来到了甸柳一小。此时学生还
没有放学，但学校门前已经聚
满了六七家小饭桌的工作人
员，他们或穿着红马甲，或拿着
印有各自名称的招牌、彩旗，等
候着学生。

11时30分左右，放学铃声
响过之后，学生们鱼贯而出。待
人员到齐以后，在老师的带领
下，孩子们走上马路进入小区，
最后来到位于各个居民楼内的

“大本营”。
记者跟随着一支队伍来到

了甸柳新村二区10号楼。进入
小区后，孩子们便像撒欢的小
马驹一样散开，有的孩子还去
小饭桌旁边的超市购买自己喜
欢的物品。

记者沿着这座居民楼走了
一圈，发现在居民楼南侧就聚
集着六家小饭桌，大约有六七
十名孩子在这里就餐。小饭桌
全部临街，并没有什么安全保
护措施。记者看到，一个小男孩
在距离行驶的私家车不到一米
距离时，横穿而过，迫使私家车
主紧急刹车，异常危险。

12时左右，孩子们就餐完
毕，许多孩子走出了小饭桌玩
耍。只有一个小饭桌的负责人
在外面维持秩序，整条小街十
分嘈杂。

解决小饭桌扰民
需各方共同使劲

“我们知道有些孩子中午没
地方去，需要有人看着。但是能不
能让孩子小声点儿，别打扰我们
休息。”李女士的一句话，说出了
饱受小饭桌困扰的居民的心声。

一方面，居民正常生活环境
与秩序需要维护，另一方面，中
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确实
存在午间托管的需求。面对不同
群体的利益诉求，甸南居委会的
做法或许值得借鉴。为解决小饭
桌扰民的问题，2015年，甸南居
委会曾与历下区消防、食药监、
派出所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了小饭桌的安全卫生问题，居委
会还组织小饭桌负责人面谈，小
饭桌负责人自愿共同出资雇用
一个管理员,负责监督孩子秩
序，取得了良好效果。

除依靠居委会等基层组织
力量外，有专家指出，政府在解
决小饭桌扰民问题中也应承担
起责任。如学校建设时，就可考
虑在学校内建食堂。对大部分
缺少基建条件的学校，政府部
门应指导引进合格的餐饮服务
企业，通过市场化竞争和食品
安全监管，为在校学生提供优
质优价的配餐服务。

B04-07

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编辑：康鹏 组版：徐凌泉城事

刘嘉祥（右）和陈子萱（左）在展示自己设计的智能院落。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有感于父母停车难
设计智能地下停车场

17日下午，在济南市青少
年宫，拿遥控器操控自己设计
的电动门、用灯照一照“屋顶”
的太阳能板、自动电梯将汽车
缓缓送到地下……刘嘉祥展示
着自己和队友创作的项目十分
自如，一个月前，刘嘉祥和陈子
萱带着这个作品赶赴北京，在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北京少年
创客教育科技研究院主办的

“第二届青少年信息技术创新
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中，获得了
初中创意组的一等奖第一名。

“作品刚进赛场，就吸引了
裁判长的眼光，在参加初中创
意组比赛的100来个队伍中，这
不但是块头最大的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系统工程’。”说起两
名学生的作品，指导老师不无
自豪。地下车库、升降车辆电
梯、迎宾机器人、智能小路灯、
电动升旗杆……在这个完全按
照槐荫区青少年宫样子搭建起
来的模型上，两名中学生根据
自己的创意，进行了全新的改
造。“科技、节能、绿色、环保，对
这个传统建筑进行智能化改造

是我们的目的。”陈子萱介绍，
在这个智能改造方案中，核心
就是青少年宫的停车场，“每到
周末，爸妈开车来接我们的时
候，都被停车难所困，我们的初
衷就是希望通过智能化改造，
提供更多的停车空间。”

从最开始的创意，到一步
步增加改造方案，原本一个普
通的小院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智能化建筑。“在比赛现
场，所有选手的作品都是性能
单一的设计，唯有我们的是一
个系统化的项目，虽然一些细
节并不完美，但还是吸引了很
多人的关注。”说起这个作品，
内向的刘嘉祥颇为自豪。

一个停车场入口
就设计了三种方案

“一个个小系统看上去似
乎不算复杂，但要用的技能还
是挺多的。”在刘嘉祥的操纵
下，地下停车场的自动汽车升
降电梯缓缓降下，将一辆小汽
车送到地下。“这涉及传动以及
蓝牙遥控的技术，前前后后改
过很多次了。”只见两个红色齿
轮在一个白色涡轮的带动下慢
慢转动，当电梯升到地面时齿
轮就被涡轮自动锁住了。“为了
解决这个红色齿轮老脱落的问

题，我们想了好一阵子办法。”
陈子萱介绍，为了改造车库，他
们曾到省立医院的车库考察
过，也曾到银座的车库看过，就
连去姥姥家也不忘看看地下停
车库有何弊端和可借鉴之处，

“在电梯入口前，曾设计过斜坡
式入口，也曾设计过风车式入
口，但综合考虑，还是电梯式入
口最节省空间。”

“很多设计都是多次改动
方案。”刘嘉祥介绍，院子门口
的智能推拉门也费了他一番脑
子，“最早是用线拉开的，但拉
开后不能自己回去，后来利用
物理课上学的齿轮传动等原
理，设计了一个硬齿条才解决
了问题。”在这个智能系统中，
很多功能都出乎意料，比如地
下停车场的照明，为了使地下

更明亮，两个孩子将地面设计
成了钢化玻璃的，用一个探照
灯一照屋顶上的几块小太阳能
板，地底下一个小灯居然也亮
了起来，“这些电路也是自己设
计的，希望能充分利用太阳能，
让整座建筑更绿色、环保。”陈
子萱介绍。

将进一步改进完善
希望应用到生活中

“两个孩子的创意很多方
面都非常实用，让我们一度都
非常心动。”槐荫区青少年宫副
主任刘建介绍，其实两个孩子
每个周末在青少年宫参加公益
的创客培训已经有大半年时间
了，此前在这里也接触过很多公
益性的科技教育，他们做模型用

的所有素材也是青少年宫提供
的。“3D打印、电路设计、蓝牙技
术、图形化编程等等，这些日常
学过的技能，在他们的创意中都
用到了，创客培养就是锻炼他们
综合利用这些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刘建介绍，经过两个
孩子的设计，原本只能停15辆车
的地方能停下80来辆车，“还是
很实用的。”

刚刚开学，初二的课程也
紧张了不少。但刘嘉祥和陈子
萱还是打算每个周末继续来
完善他们的创意作品，“比如
编程等还是有些简单，希望最
终经过完善后的改造方案能
应用到实际中。”刘嘉祥说，他
也希望通过这个创意作品的
设计，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创造
意识和能力。

孩子们只能在小饭桌门口不大的空地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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