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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调查

物价上涨 利润变薄

城区部分“小餐桌”酝酿涨价
本报记者 马文青 见习记者 胡洋洋

23日上午11：00，记者走进位
于济宁市枣店阁小学北约100米

的“学生之家温馨小餐桌”。午餐已

准备就绪，按两菜一汤、一荤一素

的标准，提供西红柿炒鸡蛋和甏菜

两种菜，甏菜有豆腐皮、海带和面

筋三种，主食为米饭。“豆腐皮都三

块多一斤了，西红柿也涨到两块五
了，还有鸡蛋也四块五了。”小餐桌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自己的小餐

桌吃午饭的学生有100多个，为保

证学生们的饮食安全和营养，蔬菜

等都是当天从附近菜市场采购的

优质新鲜菜，持续上涨的物价让午
餐成本大大增加。“孩子们是按月

交费的，每人每月220元，”该负责

人称，除了午餐，“小餐桌”还有10

余位老师照顾孩子们午休、辅导作

业、接送上学放学、“给老师们发工

资、房屋租金、水电费都要从这些

钱里出，原来每月能挣五千，现在

连三千也不到。”

在50米之隔的“全心儿童之

家”小餐桌，孩子们的午餐则是茄

子烧肉和清炒卷心菜。尽管原料价

格上涨，小家伙们的胃口并没因此

变小，不时有孩子举起空碗，要求

添菜。

“我们的午餐是一荤一素，两

菜一汤，傍晚还给孩子们提供点心

和汤，”“全心儿童之家”小餐桌负
责人刘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学校周

边的“小餐桌”越来越多，竞争也更
激烈。“家长们都睁大眼瞧着呢，饭
菜质量不好或服务不到位，家长们

就会直接换一家。”刘老师表示，物
价上涨，饭菜和服务质量要保证，

“缩水”的只能是经营者的利润。

除了菜价上涨，粮油蛋等

价格也居高不下。连续几个月

来持续上涨的物价，让城区各

小学附近的“小餐桌”经营者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记者

走访了济宁城区十余家“小餐

桌”，每个小餐桌负责人都一

肚子“苦水”。

一中学借助专业软件考评学生综合素质

学生表现“打包”发给家长
本报济宁11月23日讯

(记者 马文青 通讯员

陈金花) 除了备课、教课、班

级管理、写教案，近两个月

来，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的

老师们又多了一项工作：每

天在网上通过专业的管理软

件对学生的道德品质、组织

纪律、公民素养、劳动卫生、

学习能力、交流合作、运动健
康等7个方面的表现进行考
评，而教师们的评价则会通

过系统自动生成的功能，以

短信息的形式发送到被考评

学生的家长的手机上。

据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
校长卢惠林介绍，这款名为

“素质教育创新平台”的教育

管理软件是该校今年秋季开
学时从北京一家网络公司订

购的，是教师、学生、家长都可
以登录，浏览、参与评价的一

个平台。该平台功能非常强

大，不仅可以对学生日常表现

进行记录、考评，同样也具备

对班级、教师等进行考评的功

能，老师们还可以用此备课、

写教案、并且可以进行家校互

动。“等到老师们对这套系统

应用熟练了，完全可以实现校

园无纸化办公，可以节约很多

开支，也有利于环保。”

经过两个月的试用，初

三·五班的班主任陈金花老师

已经能熟练操作该系统。陈老

师告诉记者，每天在一个固定

时间，系统都会自动把老师当

日对学生的评价“打包”，以短

信息的形式发送到该生家长

的手机上，让家长了解自己孩

子在学校的表现。

“学生家长也都可以进
入平台，查看孩子的表现、成

绩等。”卢惠林称，该校教师

人手一台电脑，有条件做到

天天对学生的表现记录并评

价。而家长们也能利用手机

或电脑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

的情况，“有了这个平台，家

校沟通更便利，有利于孩子

更健康成长。”

物价涨了

利润“缩水”

当日，记者随机走访了济宁

学院附属小学、济宁市实验小

学、北门小学、枣店阁中心小学
四所小学附近的近二十家小餐

桌，其中，北门小学附近三家小

餐桌收费最低，每名学生每月
180元，据小餐桌负责人介绍为

三菜一汤。此外，济宁学院附属

小学附近的5家小餐桌，收费统

一为小学一、二年级每生每月
220元，三、四年级每生240元，

五年级每生260元；实验小学和

枣店阁小学附近的小餐桌收费

标准为小学一、二年级每生每月

220元，三、四、五年级每生240

元。据介绍，各小餐桌均提供接

送、午餐、辅导作业等服务，午餐

标准均为两菜一汤，菜为一荤一
素。

记者走访中发现，尽管仍在

坚持“一荤一素”的配菜标准，

不少小餐桌提供的午餐中，蔬

菜原料由价格较贵的茄子、西
红柿、蘑菇、西兰花等换成了

豆芽、冬瓜、白菜等稍便宜些

的蔬菜。由于食用油价格也在

上涨，不少小餐桌的烹饪方式
也由原来煎、炸、炒、煮等多

种形式变成以炖为主。“除了

收费没涨，啥都在涨，不省就
办不下去了。”一家只有20多

个学生的“小餐桌”负责人无
奈地告诉记者，为生存下去，

只能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选择

价格相对低廉的时令菜。

而全心儿童之家的负责人

刘老师，则利用自己有私家车之

便，每天早晨开车到城边的大型

蔬菜批发市场批发新鲜蔬菜，

“今天的茄子、西红柿都是两块
钱一斤，比菜市场的便宜了一块
钱左右。”刘老师称，虽然这样自

己每天都要为采购花费不少时
间，但也节约了不少开支。

学生之家温馨小餐桌的负

责人则表示，粮油是原料花费的

“大头”，在价格上涨前自己存了

部分粮油，是自己的小餐桌能保

证学生伙食质量的原因。“现在

存货快用光了，我也快顶不住

了。”

谈到是否能组织小餐桌对

原料进行“团购”，刘老师表示，

各小餐桌每天给学生搭配的食
谱都不同，并且采购习惯也不

同，不好统一。

“小餐桌”无奈应对

刘老师告诉记者，为了规范

“小餐桌”的管理秩序，枣店阁中

心小学附近的14家“小餐桌”

经营者自发成立了“枣店阁区

餐桌管理委员会”，自己是大

家推选出来的组长。“原来大

家聚到一起都是谈如何提高管

理质量，饭菜怎么搭配更有营

养，或者如何让孩子养成好的

习惯之类的，很少谈到经营成

本。”刘老师告诉记者，近几个

月来，大家的讨论焦点成了“是

否要提价”。“去年我们是每个学
生收200元，今年9月份开学改

为220元，”刘老师称，上次提价

每个学生每月只涨了20元钱，

“小餐桌”仍然承受了不小的压
力。“吃‘小餐桌’的孩子多数为

工薪阶层的子女，家长收入并不

高，多收一块钱都会有不少反对

意见。所以，对收费问题，我们都

特别慎重。目前我们正讨论是否

提价。”

据介绍，实验小学附近的15

家“小餐桌”和学院附小附近的

十余家小餐桌也是今年9月份学
生们刚开学时，统一提的价，每

生每月涨了20元。

23日下午4：30时，刘老

师打来电话，称经过餐桌管委

会成员的反复讨论，已决定自

下个月起枣店阁区的“小餐

桌”收费在原来的基础上每生

每月提高20元，“我们也是为

了保证孩子饭菜的质量，希望家

长们能理解。”

而其他“小餐桌”经营者在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若物价在目

前状况下高位徘徊，也计划提高

收费标准。

不少学生家长表示，“小餐

桌”收费提高在意料之中，“物价

涨这么快，只要能让孩子吃好吃

饱，多收点也能接受。”

经营者酝酿涨价

在枣店阁
小学附近的全
心儿童之家，

孩子们的午餐

“两菜”搭配是

茄子烧肉和清
炒卷心菜。

本报记者

马文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