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0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翟恒水 组版：郭倩

今日日照·调查

没有标准 没有证件 没人监管

助学园成“三无行业”令人忧

南方树日照水土不服

挑大梁还须本地树木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见习记者 张永斌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苑菲
菲) “无频闪”“不炫目”“消除眼疲

劳”……随着市民越来越看重视力

保护，台灯也打起了“护眼牌”。但大

多数市民却不知道，国家目前并无

关于护眼灯的认证及标准，护眼功

能成了商家宣传的噱头。

“采用高品质纯三基色专业护

眼灯管，发出的光线犹如自然光一

样明亮柔和，能有效保护您的双

眼……”22日，记者在港城多家大型

超市的灯具区域看到，价格抵于50

元的普通台灯仅两三种，而各种品
牌的护眼灯却琳琅满目，价格也从
100元到200多元不等。

“用这个灯不伤眼，普通台灯亮

着的时候光线都一闪一闪的，用护

眼灯就不会这样。”石臼市场一灯具

销售商介绍说，因为普通台灯有频
闪，长时间使用会让眼睛产生疲劳

感，因此目前很多中小学生家长都

会为孩子购买护眼灯。

虽然商家们都宣传护眼能有护

眼和消除眼疲劳的功能，但记者在

各种护眼灯的包装上，均未发现有

任何医疗器械批号和标准号。部分
护眼灯包装上写着经过了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环境体系认证，还

有的连这些都没有，仅写着“EMC

技术”“ABS材料”等让人看不懂的

词汇。

记者了解到，普通台灯频闪每

秒钟1到2次，用久了会让人眼睛疲
劳。而这种所谓的护眼灯使用变频
电子镇流器，加快了频闪速度，使用

时感觉不到闪烁，眼睛相对舒适些。

然而使用过久，眼睛依旧会产生疲
劳感。

“护眼灯现在还没有出台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只是企业用来宣

传的一种手段。”对此，市质监局

标准化科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护

眼灯的生产标准和普通灯具没有太

大区别，并不具备真正的护眼功

能。

下面是层层包裹的草
绳，草绳外部又包了一层
保温膜，这是部分主干道
路边被包裹的行道树的外
貌。22日，记者从日照市园
林管理局了解到，目前日
照市的行道树中有不少南
方树种，像广玉兰、香樟
等，为了保护这些易冻树
木顺利过冬，园林工人们
近期都在忙着为它们穿

“外套”。

有的被罩上了黑色的
地膜，有的被工人用草席
搭建起来的防寒棚遮挡得
严严实实，全然没有了夏
季时的风光。“这树比庄稼

还娇贵呢，路边的树就这
么不抗冻吗？”来市区逛街
的南湖镇居民古先生好奇
地看着树周围搭建的小棚
子，他想不明白，村里种树
都是用来给人看的，这城
里种树怎么还要“藏”起
来。

日照市园林管理局绿
化科副科长郑世超介绍说，

部分南方树种在冬季容易
受冻死亡，要经过特别的养
护处理才能顺利过冬。此
外，日照市还引进了罗汉松
等南方树种中的珍稀树种，

这些在过冬时都得搭建特
殊的防寒棚才行。

傍上“护眼”价格倍增
市场上销售的护眼灯多数未经认证

本报12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张

晓洁) 12月22日，记者通过对日照
市几家助学园走访了解到，日照市
的助学园因“没有标准，没有证件，

没人监管”而鱼龙混杂。业内人士呼

吁，家长应谨慎选择，政府应尽快健

全监管体系。

12月22日11时许，正是学生放
学的高峰期，记者来到日照市石臼

中心小学门口，狭窄的路上人流车

流拥挤，而在这些人群中有些“家

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一个人就接

了十几个学生，这些“家长”其实就

是助学园的老师。

记者随机走访了日照市几家助

学园，这些助学园大都是由普通民

房改建而成的。据其中一家助学园

的园长于女士介绍，该园由几名退

休女工组建，现在园内有十几名学

生，每名学生的收费每月在300元左

右，内容包括接送学生、中午的食宿

和课外辅导等。当记者询问这几家

助学园的负责人是否有相关证件

时，他们均表示没有任何证件。

据了解，在日照市开办助学园

目前尚没有具体审批标准。日照市

教育局工作人员透露：“助学园到底

是归教育部门管还是工商部门管，

或是其他部门管，现在还没有一个

具体的说法。”

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日照市的

助学园鱼龙混杂，多数助学园是由

学校附近的民房改建的，设施陈旧，

私搭乱建的情况很普遍，学生的安

全会受到威胁。学生家长李女士告

诉记者，她的孩子一年内已经换过

两家助学园了，主要原因还是卫生

问题。

“尤其是在夏天，由于在助学园

内的饮食不卫生，因此孩子经常出

现腹泻的情况。”李女士无奈地说。

也有家长坦言：“虽然对助学园

内的安全卫生等方面很担心，但由

于实在无暇照看孩子，只好把孩子

送到助学园。”

开办助学园的孙女士表示，助

学园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难免会存

在一些弊端和监管上的空隙。但现

在助学园遍地开花的现象，也充分
说明了助学园在社会上是有一定需

求的。因此，不能消除这一行业，而

是希望有关部门能结合现在助学园

内存在的隐患，正确引导，尽快制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是为冬季绿化搬家到港城的广玉兰、香
樟等南方树种，近日却穿上了塑料膜、草席等

“外套”，看上去既不美观，也没有了为冬季扮绿
的功能。不少市民颇为费解，这样花费不菲又需
特别养护的树种，是否能承担起北方城市行道
树的职责？对此，市园林部门表示，考虑到气候

和经济因素，将在未来大力推广种植本地树种。

南方行道树穿衣甲过冬

据悉，目前南方树种
主要分布在胶州路、淄博
路和各广场、公园中。其中
胶州路是广玉兰树，淄博
路是香樟树，而公园中多
是桂花等观赏性树木。在
道路绿化方面，园林部门
还先后引种了栾树、杜仲、

马褂树、青铜等新品种。

然而现在的路边，这些
近年来新引进的树种却已
经不多见了。而去年冬天的
酷寒天气，更是让淄博路上
不少香樟树冻死路边。负责

行道树养护工作的技术人
员黄先生表示，南方气候湿
热，北方气候干燥，不少从
南方移植来的树木都要经
过特别的培育之后再移植
到户外栽种。可即使如此，

一些南方树木依旧难以适
应北方严寒的冬天，因此在
冬季必须要对这些树木做
特别的养护和处理才可。比
如香樟树喜温喜湿，每天都
要浇水3次，都要派专业人
员进行养护，花费比本地树
种要高不少。

南方树已经冻死不少

对于部分南方树种移
植北方凸显出的弊病，日
照市园林管理局也有所察
觉。“之前引进的部分南方
树种难适应日照气候，所
以我们也在考虑在以后逐
步推广栽种乡土树种。”园
林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引入南方树种的最
初目的，是因为南方树多
为常绿树种，可为日照市
区的冬季增加绿意。适当
引进南方树种可以增加城
市行道树的多样性，除此
之外，南方树病虫害较少，

也是当时引进南方树木的
一个主要因素。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还是栽种乡土树种更
加经济。据介绍，银杏、黑
松等北方树冬季不用采取
太多保温措施，只要部分
涂白、修剪即可。而耐东、

月季等北方花种，非常耐
寒，适应性强，适合栽种和
养护。“今年没引进新的南
方树，近期也不打算再引
入新的南方树种。”该负责
人表示，鉴于去年香樟树
冻死的情况，园林部门正
打算逐步淘汰这些耐寒性
不强的南方树种，转而推
广黑松、榆树、毛白杨等本
土树种。

将逐步推广栽种本地树

▲12月22日中午，位
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一所
中心小学门前聚集很多

家长前来接学生放学，

其中有一些“家长”是附

近的助学园老师。

22日下午1点30

分左右，同学们陆续来

到学校。

见习记者 骆超 摄

格记者调查

南方树太娇贵，冬天要住进“屋子”。 苑菲菲 摄
“护眼灯”令人眼花缭乱。（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