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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3 月 17 日讯(记者
张跃峰) 聊城大学新学期的

“学生值周”一开始实行，就有
不 少 学 生 叫 苦 ， 表 示 “ 不 想
干”，有的学生还通过微博及贴
吧、校内网等对学校进行指责。
最近一段时间，还有学生致电本
报对学校进行投诉，抗议学校拿
他们当“免费劳动力”。

聊城大学一名大三学生介
绍，所谓“学生值周”制度，其
实指的是学校的劳动实践课，所
有学生每学年都参加为期一周的
劳动。在这一个星期内，学校不

再安排参加劳动的学生上文化
课。劳动实践课也是在校学习的
一部分，有一定的学分。

对于学校的劳动实践课，聊
城大学的学生褒贬不一。褒者认
为，这是在校学习的一部分，无
可厚非；而贬者则意见就大了去
了，认为“学校这是拿学生当廉
价的劳动力”、“让学生一周时
间不上课，去打扫卫生，简直荒
谬”，还有的学生说“平时在家
里都不干活，一连干上一周的
‘苦力’，让人吃不消。”

调查过程中，记者还注意到

这样一个现象，说连续干一周“苦
力”吃不消的学生大多数从未干
过体力活。“从小上学到现在，平
时学习都比较忙，家里有点啥小
活，父母肯定不会让我们干。”一
些学生为逃避上劳动实践课，甚
至花钱雇人替自己去值周。

对于学生的质疑，负责这项
工作的聊城大学学生工作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学校早已注意到了
这方面的问题。该负责人介绍，
聊城大学的劳动实践课大概是在
1992 年前后开设的，并非像学生
所说的那样，只是让大家打扫卫

生。根据劳动实践课管理规定，
目前学生在劳动实践课上负责环
境卫生清理、校园文明督察及协
助带岗教师做好办公室事务管理
等工作。

该负责人分析说，学校开设
劳动实践课之初，很少听到类似
现在的质疑声。现在的质疑恰恰
证明了学校坚持开设劳动实践课
的必要性。“现在不少的‘ 90
后’学生，劳动动手能力相对较
弱。在家里父母不让干活，学校
再不补上这一课，工作以后又怎
么能适应！”

大学“劳动课”，不少学生叫苦
有的学生为逃避劳动，花钱雇人替自己值周

本报联合春雨助学协会捐助百名贫困生第一站

13 名贫困生收到爱心礼物

本报聊城 3 月 17 日讯(记者
凌文秀) 17 日，本报联合聊城

市春雨助学协会举办 2013 年度
捐助百名贫困生活动，第一站到
达茌平县和高唐县，为 13 名贫困
生送去了爱心款和衣物。主办方
诚邀爱心商家助力这一年度慈善
项目，为百名贫困生提供书包、词

典、衣物等。
17 日，本报记者和春雨助学

协会志愿者先后到茌平、高唐两
县，为 13 名贫困生发放助学款，
还给孩子们带去了好心人捐助的
衣物。现场给孩子们发衣服时，一
位春雨助学协会的志愿者介绍：

“春雨队伍里一位非常细心的大
姐把我们调查到的孩子们的身
高、性别列好，把捐献的衣服按照
身高和性别给每个孩子都分了几
件，分别打包好，写上名字。”

本年度捐助百名贫困生活动
启动以来，收到社会各界来电来
访，还有众多爱心人士捐献爱心

款及干净衣物等，关注贫困生的
爱心队伍不断壮大。

活动主办方欢迎机关、企事
业单位、商家、市民和志愿者与贫
困生开展“一对一”结对子活动，
自愿捐献衣物、图书、文具等。主
办方呼吁爱心商家、单位伸出援
手，以“捐献百本词典、百个书包、
百双运动鞋、百件运动服、百件棉
衣”等方式助力这项爱心公益活
动，共同为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生
活条件努力。

本次活动面向全市征集贫困
学生线索，要求学生家庭贫困、成
绩优异，欢迎市民提供信息，电

话：0635-8451234(报社)；0635-
8243397(春雨)。本报记者将和春
雨助学协会会志愿者到孩子家
中、学校查看具体情况，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是否对孩子进行捐
助。

欢迎爱心人士尽一份力，几
本课外书、一些学习用品、书包或
现金等，都寄托着您的爱心。

捐助地址：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编辑部 (兴华路与向阳路路口
西北角，古楼街道办事处 2 楼)；
聊城市春雨助学协会 (聊城一中
西校北门东 800 米，运河人家 4

号楼 11 号店铺)。

“为回馈好心人对我们的帮
助，死后我想捐出遗体。”在高唐
县清平镇，梁先生的一双子女收
到 3500 元爱心款，梁先生十分
感激。

17 日，梁先生和儿女在家
中等待捐助队伍，梁先生行动不
便，用手撑着三轮车站着。捐助
队伍中有位小朋友拿出巧克力
送给这对姐弟，姐姐把自己的那
份也塞给了弟弟。

据了解，梁先生是一名复员
军人，前几年患上了小脑萎缩，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梁先生的妻
子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到集
市上卖氢气球，没想到氢气球爆
炸，梁先生的妻子不堪重负又受
刺激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
这几年来，梁先生的父母相继生
病、住院治疗至去世，花费巨大。

梁先生的儿女是清平镇一
所小学的学生，十分乖巧懂事，
既帮爸爸照顾家又刻苦学习，成
绩优异。一位知情的春雨志愿者
说，这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很艰
难，但父亲用一颗强大的心陪伴
着两个孩子成长。支撑梁先生站
立的三轮车是他每天接送孩子
上下学的工具。可仍有细心人发
现，这位父亲没有去年见面时那
么精神，生活重担、精神压力和
病痛折磨，让这位父亲渐渐憔
悴。梁先生说：“等我死后，我会
捐献出自己的遗体，以感谢社会
上的好心人。”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聊城大学的劳动实践课开
设之初，在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起到
积极作用，受到有关方面的积
极肯定，不少高校前来取经。

2012 年 8 月，该校对劳动
实践课的管理规定进行了修
订，把之前所有学生每学年都
有一周时间的劳动实践课改为
本科学生安排在一至三年级，
专科学生安排在一至二年级，
以便让即将毕业的学生安心准
备考研、求职。工作岗位也适当
进行了修订，去掉了一些对学
生帮助不大的岗位，并要求带
岗教师经常征求学生意见，不
断提高岗位设置的科学性和规
范性。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城区部分自供小区尚未停暖
物业公司：将根据天气变化停暖气

本报聊城 3 月 17 日讯(记者
张召旭 ) 15 日 24 时，聊城

2012 至 2013 采暖季正式结束，记
者走访了解到，城区月亮湾、北顺
新城等部分自供暖小区还没有停
暖，这些小区物业公司表示将根
据天气变化停暖气。

城区亚大怡景花园小区业主
王先生说，15 日晚上他们家里的
暖气片还是热乎的，到了 16 日早
晨，暖气片已经凉了。“现在天气
逐渐暖和了，可早晨和晚上温度
还是比较低，停暖气后我家里的
温度降了 2℃，现在才 16℃。”王
先生说，他看新闻得知济宁、淄博

等地延长了供暖时间，可是聊城
时间一到就停暖气了。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城市集
中供热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单位
和居民采暖期为每年 11 月 15 日
至次年 3 月 15 日，今年没有延期
停暖计划，15 日 24 时，聊城 2012
至 2013 采暖季正式结束。

“我们家卫生间里的暖气片
还是热乎的，我问了问物业公司，
目前还没有停暖气。”家住城区月
亮湾小区的刘先生说，他们小区
是自己供暖，暖气费也比政府定
价便宜 3 元钱，而且供暖季期间
家里的温度也挺高，现在还延长

供暖时间，他觉得物业此举挺人
性化。

负责为月亮湾小区供暖的金
安物业公司负责表示，今年春天
气温变化无常，早晚气温比较低，
如果这期间停暖，业主很有可能
不适应，所以决定延长供暖时间。

“不光是月亮湾，我们物业公司负
责的水城华府、金柱文苑也是自
己供暖，也还没有停暖气。根据我
们掌握的气象信息，18 日气温将
回升至 20℃ 左右，我们计划当天
停暖，如果气温还没有回升，还有
可能延长供暖时间。去年由于供
暖季结束后下雪，我们一共延长

了 8 天时间，这期间都是免费
的。”

记者走访了解到，同样是自
己供暖的北顺新城小区也没有停
暖气。该小区业主赵女士说，上个
采暖季他们小区就延长了 5 天供
暖时间，今年继续延长，她一点也
不意外。

负责为北顺新城小区供暖的
物业公司刘经理表示，他们小区
也是自己供暖，停暖时间可以灵
活掌握，当气温回升差不多以后
才会停暖，如果后期还会大幅降
温，他们还将重新供上一段时间，
不会再向业主收费。

新闻延伸>>

聊大“值周”制度

去年才修订

受助者父亲：

回报社会好心人

死后要捐出遗体

聊城 1 批次甜面酱

上食品抽检“黑榜”

本报聊城 3 月 17 日讯(记者
李璇) 15 日，省质监局公布

了 2013 年第 2 批食品生产加工
环节省监督检验结果公告，通报
了 19 批次不合格食品，其中，聊
城 1 家食品企业 1 个批次的甜
面酱“榜上有名”。

据了解，质监人员抽检了酱
油、食醋、酱、味精、鸡精、速冻面
米制品 6 种共 420 批次的食品，
通报了 19 批次不合格产品。其
中，聊城共抽检食品 28 批次，除
1 个批次的甜面酱不合格外，其
余全部合格。该批次不合格产品
为山东御鲜苑副食有限公司生
产的甜面酱(规格 260g/瓶，生产
日期 2013-02-01)，不合格项目
为甜蜜素。对不合格的产品及其
生产企业，聊城市质监局已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理。

春 雨 助 学
协 会 志 愿 者 在
高 唐 一 所 小 学
发放助学金。

本 报 记 者
凌文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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