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吃校外小吃得急性肠炎
家长：都是放学时吃烤鱿鱼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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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3 月 13 日讯 (记者
张跃峰) 13 日上午放学时，接

孩子放学的市民秦女士见儿子又
在校门口买烤串吃，当场夺过来
扔在地上，当着同学的面呵斥他

“不长记性”。秦女士介绍，儿子上
周五因吃校外小吃得了急性肠
炎，一连打了好几天吊瓶，这个周
二才到校上课。

13 日上午 11 点多，秦女士早
早赶到城区鸿顺灯具一条街等着
孩子放学。据她介绍，自己家就住
在旁边不远处的教师新村小区，
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平时都是自
己回家，不用接送。“儿子不淘气，
放学后一般都立即回家，平时我
和他爸爸都很放心。”秦女士介
绍，上周五上午放学回家后，孩子
突然叫嚷着肚子疼，还拉肚子。到
医院一检查，竟然得了急性肠炎，
后来一连打了好几天吊瓶。医生
告诉她，可能是这几天气温突然
转暖，有些卖小吃的小贩进的货
多，存货变质没舍得扔，依然卖给
了学生。

秦女士说，她也知道孩子平
时爱吃烤鱿鱼，放学后如果见有
卖的一般都会买上几串，没想到
竟然吃出病来。这周二孩子病情
好转开始上学后，她和孩子的爸
爸都不大放心，就怕孩子禁不住
诱惑还乱吃东西，无奈这才来学
校门口接孩子放学。由于同在鸿
顺灯具一条街的百草园小学、阳
光小学错对门，接孩子的家长比
较多，秦女士就在街口的振兴路
上等着孩子，并顺便在附近买了
点菜。让她没想到的是，等她接到
儿子时，发现孩子手里竟然又拿
着一串烤串，气得她当即夺过来
扔在地上，并当众呵斥儿子“不长
记性”。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由于这
里有两所小学，放学时孩子多，学
校门口的小吃摊也多。其中，位于
百草园小学大门北侧 100 来米远
的一辆“美食车”生意最为火爆，
从一开始放学就被众多学生围了
起来，一直到学生走得差不多了
还有孩子在买小吃，让附近卖鸡
肉卷、烤面筋、烤鸟蛋的小贩羡慕
不已。看到这种情况，让秦女士很
是担心，她呼吁有关部门能着手
管一管。“不一定非得清除掉，起
码得保证食品安全，别让孩子吃
坏肚子。”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学
生在校门口的小吃摊吃坏肚
子，其实也不算是新鲜事了。而
且，不只在阳光小学和百草园
小学门口有“小吃车”或小吃
摊，几乎在每个学校门口或多
或少都有“小吃车”的影子。

11 日，在距离阳光小学和
百草园小学不远处的聊城实验
中学门口，各种“小吃车”的数
量同样毫不逊色，仅在校门口

东侧就有将近 20 辆“小吃车”，
基本都是用电动三轮车支摊子
卖小吃，将附近的人行道及非
机动车道堵得水泄不通。巴西
烤肉、里脊肉饼、麻辣串、粽子、
红豆饼、寿司……种类繁多的
小吃，几乎将附近变成了“小吃
一条街”。

离开这里前往其他学校，
同样有“小吃车”的影子。在建
设路小学门口，“小吃车”就混

杂在接孩子的人群中，使原本
就不宽敞的区域更加拥挤。

在光明小学、水城小学及
聊城外国语学校门口，情况同
样如此。其中，位于尚在建设中
的阿尔卡迪亚小区的光明小学
及远在城北范恭屯附近的水城
小学门前，由于居民小区尚未
建成或地处偏僻，原本过往人
员并不多，放学时段因有了小
吃车的存在附近还成了闹市。

延伸调查>>

几乎每个校门口都有“小吃车”

学校门口满是“小吃车”，
有家长认为学校把他们赶走不
就完事了。对此，学校也感觉很
为难，据水城小学常务副校长
刘国文介绍，按照有关规定除
了校内环境，学校仅负责校园
周边 50 米以内的区域，因此只
能保证在这 50 米的区域内没
有“小吃车”的存在。

“哪个学校都不喜欢校门
口有这些小吃摊的存在，既影
响环境还容易让孩子吃坏肚
子，但又没办法来根除。”刘国
文介绍，学校为这事召集班主
任开过多次专题会议，要求各
班时刻教育学生别乱吃零食，
特别是校门口“小吃车”的东西
最好别碰。

刘国文说，食品安全对于
每个学校来说都是特别关注的
问题，基本上每个学期都要强
调很多次。“你可以随便找个学
校瞧瞧，基本每个学校的黑板
报上都会有相关内容。”采访过
程中，记者在开发区实验小学
等一些学校位于教室后面的黑
板上找到了类似内容。

学校无奈>>

就能管到学校周边 50 米以内

刘国文介绍，破解“小吃车”围
堵学校，仅靠学校肯定解决不了问
题。“哪怕老师再强调，有各种各样
的小吃在门口诱惑着，孩子肯定没
有大人的自制力。”

对于这一说法，有家长深为赞
同。建设路小学一学生家长陈东林
介绍，他家孩子上三年级，以前每
次接送孩子上下学时，见有卖烤串
之类小吃，都会给孩子买上几串，
可时间长了发现孩子吃这东西上
瘾，回到家还不爱吃饭了。“我还是
后来看电视才知道的，这些小吃放
的味精之类的调料比较多，口味重
才吸引得孩子爱吃，久而久之就会
导致孩子不正经吃饭。”陈先生说，
知道了其中的缘由，他就不再敢让
孩子吃这些东西。

陈先生说，校门口的“小吃车”
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有市场，学
校赶是赶不走的，需要有关部门介
入管理。而且，需要学校及家长一
块加强管理，学校老师教育、家长
限制孩子的零花钱，有关部门加强
对“小吃车”的管理，三管齐下或许
能管用。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对策求解>>

破解小吃围校
需多方努力

在阳光小学门口，有家长在
给孩子买小吃。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在百草园小学门口，一辆“小
吃车”前围满了拿着小吃的学生。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聊城实验中学门东侧的路边，俨然就是“小吃一条街”。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3 月 25 日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为进一步强化全社会关心
中小学安全的意识，本报即日起开设“中小学生安全调查”栏目，深入调
查当前危及中小学生安全的各种问题，并力争探讨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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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3 月 13 日讯(记者 任洪忠 通
讯员 杨兆峰 张洪亮) 高唐县尹集镇张老
汉老伴去世，儿子被车撞亡后，儿媳带着孙子离
家出走，只剩张老汉只身一人，检察官了解情况
后帮张老汉申办了低保。

“撞死人就赔两万元，得给个说法。”近日，
张老汉走进高唐县检察院民生服务大厅气冲冲
地说。检察官迎上前，先劝说让张老汉平静，并
给老人倒了杯水，倾听老人讲述事情经过。

原来，张老汉是高唐县尹集镇人，村旁青银
高速公路通过，村民为图方便穿越，人为破坏了
高速公路防护网。2010 年 8 月，张老汉的儿子在
穿越高速公路时被高速行驶的车辆撞死，后经
法院判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赔偿张老汉各种
损失两万余元。张老汉觉得判决不公平，便到检
察院申诉。

接访检察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认
为：责任人有过错，高速公路不允许行人穿越，
张老汉也有过错，未能严加看管患精神病的儿
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也有过错，未能及时修理
被损坏的防护网。依据上述情况，法院判决民事
赔偿部分比较合理。检察官们结合情理、法理用
通俗的语言给张老汉一一解答。

张老汉接受了判决结果。但在接访中，检察
官们了解到老人老伴早年过世，唯一的儿子又
被撞死，其儿媳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只剩下张老
汉靠责任田艰难度日。张洪亮等两名检察官调
查了其家庭和生活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向检察
长做了详细汇报，并根据检察长指示，启动了刑
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及时与县民政局联系。高唐
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查看了相关材料后表示：根
据张老汉目前生活情况符合发放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金条件，在完善相关手续后，尽快办理。

检察官帮老人申办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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