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扎堆生，今朝入园难

“奥运宝宝”提前问入园
本报记者 戚淑军 见习记者 孙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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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百年奥运梦圆让中国人兴奋了一把，不少年轻人也都
争相抢乘“奥运”这班车结婚生子。两年过去了，“奥运宝宝”快到了
上幼儿园的年龄，可当年的年轻人却很难高兴起来，“奥运宝宝”扎
堆，孩子入园成了问题。不少家长感慨：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入园
贵，贵过大学收费。

“现在孩子上幼儿园可

真是不容易。”惠安小区的

张女士当年也赶了一次时

髦，生了个“奥运宝宝”，孩

子明年就该上幼儿园了，

为了挑选个中意的幼儿

园，提前一年就开始给孩

子联系幼儿园，“当年的奥

运宝宝那么多，联系晚了

就进不去了。”

张女士告诉记者，07年

出生的小外甥比儿子大一
岁，是个“金猪宝宝”，上幼儿

园的时候没能进到自己中意
的，“最后还是托人进了一个

收费比较高的私立幼儿园。”

有了小外甥金猪宝宝的

教训，还有一年，张女士就开

始为自己的奥运宝宝联系幼

儿园了。像张女士这种情况

的市民还不在少数，“我们住

的一个院，光奥运宝宝就五、

六个，上个幼儿园太难了。”

家长徐玉启告诉记者。

扎堆出生，奥运宝宝面临入园难

未雨绸缪，家长提前联系幼儿园
“当年的金猪宝宝今年入

园，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奥运

宝宝更多，估计明年入园情况

更紧张。”说起孩子扎堆出生、

扎堆入园的问题，芝罘区欢乐

娃幼儿园业务园长李丽告诉

记者，由于孩子太多，他们幼

儿园今年专门多设了一个班，

蓁山花园附近一幼儿

园，最近也迎来了不少咨询
孩子入园的家长，“每年3月

份和9月份是幼儿园的入园

高峰期，往年家长都在这个

时间咨询报名情况，这两年

越来越提前，”幼儿园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金猪宝宝和

奥运宝宝扎堆，很多家长都

担心孩子太多不好入园，大

都提前三个月到半年就开始

跟幼儿园联系，希望能预订

一个幼儿园入园名额。

“择园”加剧奥运宝宝入园难
记者从烟台市统计部门

了解到，2007年烟台共有5 . 27

万“金猪宝宝”出生，比2006年

增加了5900人，“奥运宝宝”比

“金猪宝宝”的数量虽有所减

少，但依然比常年明显增多。

“今年孩子多，以前从没

遇到过这种情况。”福山区金

桥幼儿园园长苏青表示，幼

儿园现在接近饱和了，“明年

我们幼儿园只招一个班，大

约三十个孩子，好多家长早

就开始报名了。”

针对近两年金猪宝宝和

奥运宝宝扎堆入园的情况，

一些幼儿园提前做出了计

划。“去年金猪宝宝入园时，

我们幼儿园就多开了一个

班，并相应增强了师资力

量。”金凤幼儿园一位负责人

表示，如果明年奥运宝宝依
然出现入园扎堆的情况，幼

儿园将继续扩大师资力量，

满足更多孩子的入园需求。

对金猪宝宝、奥运宝宝

扎堆入园难的现象，一位教

育人士表示，根据统计，“奥

运宝宝”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比“金猪宝宝”要少，目前烟
台市幼儿园完全能够满足奥

运宝宝入园的需求，出现这

种入园难的现象，很大程度

上在于家长“择园”的心态。

格社区话题

小区内能否建公厕？
本报记者 蔡旭超

爱心大白菜

搬进居民家
社区居委会帮空巢老人“备菜”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寇润涛 通讯员 马丽) 针

对辖区空巢老年人入冬以来

买菜难的问题，11月18日，烟
台芝罘区东山街道办事处东

花园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将新鲜的大白菜送到空巢老

人家中，为老人解决了实际的

生活困难。

18日上午，东花园社区

居委会主任程国玉带着社

区工作人员买了 6 棵大白

菜，一起来到周乐街25号楼

的王复兴老人家中。看着程
国玉递到自己手中的大白

菜，今年90岁高龄的王复兴
老人连说：“谢谢。”

据程国玉介绍，王复兴老

人的老伴去世后，家里只剩下

他和儿子王宁。然而，已经60

多岁的王宁由于身患脑瘫，生

活不能自理，一辈子都靠王复

兴养活着。现在，这爷俩都已
经属于高龄老人，每月只能靠
300多元的低保费维生。

考虑到王复兴老人家

的情况，社区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经常到老人家里走访，

及时了解老人的生活困难。

对此，王复兴老人说：“天冷

后我正为如何买菜而担心
呢，没想到居委会一大早就

给我送来了新鲜的大白菜，

考虑真是周到啊。”

据程国玉介绍，社区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特别关注空巢
老人家庭的过冬蔬菜储备。为
了让空巢老人足不出户就能

吃上新鲜的蔬菜，社区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自掏腰包为这些
空巢老人们购买大白菜送到

家中。程国玉说，目前社区居

委会正积极联系一些粮油商

户，让更多的爱心市民加入到

社区爱心大家庭中。

翡翠小区是一个开发式的住宅小区，在小区门口有卖菜的商贩，这大大方便了小区

居民，但菜贩们却有着一个困扰：如厕难。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一个小区很难做到完
全的封闭，那么小区内的流动人口有如厕需求怎么办呢，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小区内能

否建公厕”？11月19日是世界公厕日，让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意见吧。

本报11月18日讯(见习记

者 何泉峰) 近日，各大商

场和街头店铺里的秋冬服装

价格涨了许多。记者走访了

几个小区，发现居民面对涨

价潮，各有省钱高招。

外套改款
11月18日，记者来到惠安

小区附近的的一家制衣店，正

在试穿外套的周女士告诉记

者，去年买的一件长款外套，

拿到制衣店里修称短款。周女

士称：“花50元改件衣服，挺

值的。”

制衣店的王老板告诉记

者，衣服修改有不同的需求，

价格在10元到100元不等。

毛衣翻新

在世秀新区，张女士应对

涨价，选择翻新毛衣。“我刚

花100元翻新了一件衣服。”张

女士指着身上的毛衣告诉记

者，翻新一下不仅质量不变，

款式也跟上了潮流。

据记者了解，翻新主要
是拆了旧毛衣，再根据客户

选择的款式用机器重新织。

皮鞋翻新

在世秀小区附近的一家修
鞋店里，居民王先生看着脚上

的“新鞋”告诉记者，去年买

的方头皮鞋，今年穿的时候感

觉有些难看，如果换一双太浪

费了，就拿过来修成了圆头。

修鞋店的肖老板告诉

记者，根据鞋的大小计算

价格，一般在 25元到 50元

不等。

秋冬服装价格上涨
小区居民应对有招

1.一些流动人群有如厕的需要，在

小区内建公厕给予他们方便，体现了

一种人文关怀。况且，这样也解决了小

区内随地大小便的问题。

2.建设部有文件，住宅小区内应当

建造公共厕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公告》第310号。

3.也有小区居民希望建公厕，比如

在小区内晨练、散步等，如果想上厕所

了，就不需要再回家那么麻烦了。

1 .小区内建公厕会有异味，

影响环境卫生。况且，有谁能允

许自己门口建公厕啊？

2 .小区只应为住户负责，没

有为其他人提供方便的义务。随

地大小便的问题通过严查、罚款

等手段可以解决。

3.小区内建公厕就要有成本，

还有水电维护等费用，这笔钱谁

出？总不能让小区住户拿钱吧？

正方：能 反方：不能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发邮件与我们交流，我们将会选择一些读者意见在本报刊

登。邮箱：caicxc@163 .com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