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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饭桌既要管也要爱
┮苑广阔

根据《山东省学生小饭桌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自5月1日起，小饭桌实行登
记制度。可是几个多月过去了，
芝罘区170余家小饭桌中没有一
家办下证来，可是家长学生的需
求还在，小饭桌也只能在尴尬中
迎开学。(本报8月22日B03版报道)

学校门口小饭桌的存在，解
决了不少家长无法照顾孩子的
后顾之忧，也让离家远的孩子有
了一个休息之处，因此得到了学
生家长的欢迎。但与此同时，很
多家长也对小饭桌饭菜的卫生
和健康状况感到担忧。因此烟台
市贯彻《山东省学生小饭桌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启用《餐饮服务备案证》制
度，让小饭桌走上正规之路值得
肯定。

可是，不管是家长，政府管
理部门还是小饭桌的经营者，

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因
为 小 饭 桌 经 营 场 所 面 积 的 规
定，几乎没有小饭桌能达到。上
级部门的规定，说到底也是为
了孩子好，而烟台市按照这个
规定去执行，当然也没有什么
错。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孩
子们的需要和小饭桌经营者之
间达成利益平衡，小饭桌提供安
全、卫生、健康饭菜的同时，也让
经营者有利可图，能够维持一定
的利润。如果对《暂行办法》生搬
硬套，那么多数小饭桌只能关门

歇业，结果市场倒是彻底“干净”
了，但孩子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
了。

如何在加强对小饭桌监管
的同时，又不会妨碍他们的经
营，这是对管理部门工作智慧的
考验。其实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
说，他们最关注的是小饭桌的食
品安全，而不是经营场所的面积
大小，有关部门与其在经营场所
面积上计较，倒不如把主要精力
放在对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监管
上。在这方面，全国很多地方做
出了很好的示范，值得借鉴。比

如青岛实行摄像头实时监管，太
原创办星级小饭桌，平阴县采用
配餐方式，将加工好的午餐由专
车统一配送到附近小学等。

笔者觉得，既然有需求，小
饭桌就有存在的理由，有关部门
要“齐抓共爱”，多一些人性化的
关爱、关心和支持，从现实出发，
让小饭桌合理存在，既能解决孩
子的午餐问题，也让一些弱势群
体有了饭碗，部门再把监管的重
点放到饭菜质量是否卫生健康
上，这样的小饭桌才是值得我们
期待的。

读者赵连卿：最近，6 1

路公交车陈家疃站点被挪
了位置，附近多了两个新站
牌，200多米内公交车连停3

次。据介绍 ,海屿公元和新海
佳园两个站点都是被冠名
的新站点。

2 0 0多米内能设置几个
站点，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自
己的判断，更不用说是负责
站点设置的公交专业人士
了。看到新增设站点是海屿
公元和新海佳园两个楼盘
时，每个人都会心知肚明，
是冠名的经济利益“绑架”

了增设的公交站点。牟平公
交公司的广告经理也直言
不讳，开发商支付了10万元
的广告冠名费。

对公交公司而言，广告
站牌日常的维护、修理费用
无 财 政 拨 款 ，需 要 自 行 承
担，通过市场化手段，比如
通过公交车厢内外广告等
形式获得经济利益，这无可
厚非。但如果为了经济利益
而人为的增设某站点，给市
民造成不便，这就说不过去
了，公交站点属于公共资源
的范畴 ,并不是某家企业的

私有财产。另外，冠名费到
底用在哪里了，能公开吗？

前段时间，烟台市区公
交站点冠名曾引起市民热
议，这次又曝出200米设置3

个站点的问题，都说明了一
个问题，公交站点的增设和
冠名被金钱“绑架”，却忽视
了市民的方便。在我看来，
无论是增加公交线路还是
增设公交站点，都应该以最
大限度地满足市民出行为
根本出发点，忽视了市民的
感受，不仅不会赢得市民的
支持，反而会让市民反感。

增设公交站点不能被钱“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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