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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村民筹资建校想恢复村小学”追踪>>

村里三个班只给派了俩老师
莘县西王庄村小学仅剩的一二年级教学也成问题

本报聊城9月17日讯(记者 任
洪忠) 17日，本报以《村民筹资建校
想恢复村小学》为题报道了莘县西
王庄村小学撤并后，孩子上学路上
常出事，村民筹资建校舍想恢复村
里的小学。17日，莘县大王寨镇联校
又给该村仅剩的一二年级三个班派
来一名老师，老师人数增加到两人。

17日下午，大王寨镇联校新派
了一名男教师到西王庄村小学任

教，负责二年级的教学工作，加上
该校原来的一名老师，学校三个班
有了两位老师。新来的老师还带了
三年级教材，供8名还没有去其他
学校上学的三年级学生使用。“暑
假前有三个老师，现在三个班才两
个老师，孩子们的教学根本没法保
证。”西王庄村委的刘先生说，一二
年级的老师都不给配齐，更别提恢
复其他年级了。

“老师经常缺，家长为了孩子
学习只能送出去上学，老师配齐
了，学生自然就回来了。”村民们
说，现在村委怕孩子继续流失，从
村民中雇了两名代课老师，一个曾
代过课的村民和一名不到20岁的
年轻人，由他们负责三年级剩余8
个学生的教学。

“上级主管学校称三年级学生
人数太少，不同意恢复三年级，这

样下去肯定会耽误了这些孩子。”
村民们说。

17日下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
莘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会向领
导反映，并留下记者电话，说一会
儿给回复。17时许，未得到回复的
记者再次联系莘县教育局，工作人
员让记者打另一个电话，但一直无
人接听，随后该工作人员电话也无
人接听了。

四名大学生50万开公司卖菜
虽然目前经营屡屡受挫，但他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创业梦

本报聊城9月17日讯(记者 陈
洋洋) 聊城大学四名在校大学生
为了自己的创业梦，筹来50万元资
金，开起了农产品公司，卖起了菜，
虽然经营困难重重，但他们屡败屡
战，坚持自己的梦想。

在聊城大学，四个大学生一波
三折的创业经历，成了学生们谈论
的话题。贾庆兵，25岁，体育学院大
四学生；孙文科，21岁，美术学院大
三学生；李强，21岁，汽车学院大二
学生；王兆阳，21岁，汽车学院大三
学生。虽然他们四个分别来自聊城
大学不同的院系，但因学校的社团
活动彼此相识。

“我们四人脾气性格相近，经
常在一起玩。”李强告诉记者，由于
经常一起聊毕业以后的打算，深知
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他们决定自己
创业开公司。由于都是农村孩子，
对农产品比较熟悉，看到城区菜市
场的新鲜蔬菜价格高，他们决定开
公司卖蔬菜。

四人利用课余时间到市场上
调查。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蔬菜批
发商从农民那里直接购来的农产
品，要倒三四次手才能到达菜贩子
的手中，价格也被抬了上去。农民
以低价出售，市民以高价购买，出
现了“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
象。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田间到餐桌
的直供渠道。

“家里父母不支持，我们也不
想给家人增加负担，我们就自己筹
集资金。”创业开始，他们拿着企划
书，拿着列出的企业名单，一家一

家地找资金。最终，四个年轻人的
想法打动了一家公司的老总，为他
们出资50万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
金。今年1月，他们成立了“聊城市
开发区开元农产品有限公司”。

成立之初，他们从田间地头进
菜，再直销居民小区，尽管模式比
较新颖，但实施起来成本太高，光
赔本。卖了几个月的菜，他们又卖
起了豆腐。他们走访了一些豆腐公
司和豆腐作坊，还亲手学习做豆

腐，想把豆腐做成不同口味和形状
的零食，忙活几个月，卖豆腐也失
败了。如今，他们又开始尝试经营
阳台菜园，卖盆栽蔬菜。

在大半年的创业过程中，他们
屡屡受挫，家长们也不赞同，一次次
催他们放弃创业，考公务员或者找
工作。为了让家人同意他们继续创
业，他们答应边考公务员边创业。

“最起码自己把学费挣出来，
不能花公司的钱。”四个大学生告

诉记者，尽管受到很多挫折，他们
还是在坚持。目前除了卖盆栽蔬
菜，他们还到小区和学校去卖方便
面等。李强还办了一份杂志，尝试
其他途径创业。

我省地方立法

请公众提建议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邢振宇) 17日，记者从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获悉，为做好我省地方立法工
作，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
性，提高立法质量，省人大常
委 会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征 集
2013—2017地方立法规划建
议项目。

根据相关要求，立法建议
项目应尽可能明确法规名称、
立法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
据、主要内容等。所提立法建
议项目可以直接寄送省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请在
信 封 上 注 明“ 立 法 建 议 项
目”)，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
传真发送。征集立法建议项目
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10月31日。
详情请访问：www.sdrdlf.gov.cn
(山东人大立法网)。

山轻工扩大

二次选专业比例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杨凡) 17日，记者从山东

轻工业学院了解到，该校在较
大范围内探索学生二次选专
业，并将有资格申请转专业的
比例扩大到成绩排名前50%
的学生。

据介绍，今年新学期成功
转专业的学生一共234名。经
济类专业成为大多数学生二
次专业选择“香饽饽”，其中会
计学、金融学、财务管理由于
申请人数太多，分别新增一个
班。

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
山轻工推行二次选择转专业
的政策，最初只有学习成绩前
5%的同学有资格申报，2012
年这一比例扩大到50%，但相
关专业接收的大二学生不能
超过总人数的20%。

四个人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创业方向。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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