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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学“10元奖金”遭调侃
校方表示钱仅是象征意义，每元钱代表一个含义送给学生进行道德提醒和鼓励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杨凡
实习生 林亚 ) 上大学成绩

优秀拿奖学金并不是新鲜事，可
是假如奖金只有10元钱，你怎么
看？3 1日，山东财经大学一学院
颁发“1 0元钱”奖学金的消息在
网上引起调侃。院方回应称，奖金
仅是象征意义，每一元钱都附带
一句话，送给学生道德提醒和鼓
励。

新浪微博网友“万千咨询博

主”发帖称，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倡议发起设立的“德育基
金”，旨在奖励学院教师和学生中
的德育典范，经过一年的筹备，日
前2010级的16名同学受到表彰，首
次德育基金表彰中每个同学分别
获得10元人民币的奖金。

“看成10万了！”微博一发出，
不少网友跟帖调侃起这“10元”奖
金。微博标注了“山东财经大学”的
网友“陳陳陳小榮”说，“初衷很好！

只是吧，这是在调侃我们的校区偏
远，要是想拿个奖，不是连路费都
亏了吗？”更有网友关心，“怎么评，
评什么？”

“这是学院几个教授凑钱设立
的奖金，钱多少不重要。”31日，山
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沈大光对发奖学金引起网上热议
表示惊讶，他说自己并未注意到网
上的评论，评选在学生中的反响不
错，“其实，这次颁发奖学金更重要

的是送给学生的10句话，每1块钱
都有一个提醒和鼓励。”

“1元钱可以购买用于午餐的
两个馒头、1元钱可以购买1份报纸
获取国内外信息、1元钱可以发去
几 条 短 信 给 远 方 父 母 送 去 问
候……”沈大光说，在颁发给学生
的证书中，印着这样10句话，“我
们想鼓励学生，当你身上只剩下
10元钱时，你并不是什么也做不
了。”

沈大光说，此次学习标兵的评
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学习综合成
绩在班级排前3名、四门思想政治
理论课平均成绩在学院排前3名、
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平均成绩在
学校排前30名。

他还表示，对于网上的声音，
有些网友可能是不理解评比的初
衷，至于是不是只有学习成绩好的
才能当标兵？学校也会结合各方意
见今后对评选工作进行调整。

吃饭扎堆，餐位不足，

学生喜欢坐在宿舍对着电脑吃饭

高校限塑难
七成人打包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王雪婷 于学娜 孔田田

3月27日下午5点25分到
36分，正是晚餐高峰期，山东师
范大学文化东路校区桃李园餐
厅，200个人从门口走出，其中
111人拎着塑料袋打包的饭菜。
大部分拎着两袋饭菜，还有的
一只手拎着五六袋子饭菜。

3月28日中午，记者在山东
政法学院规模最大的第三餐厅
南北两个出入口观察塑料袋打
包率。11点49分到11点52分，
在北门出来的100个人中有71
个提着打包塑料袋。11点53分
到11点56分，在南门出来的100

个人中有68个提着塑料袋。
与此同时，在山东大学中心

校区食堂一楼南侧一出入口，大
约4分钟，100个人从里面走出，26
个人提着塑料袋打包饭菜。此间，
只有一人使用餐盒打包饭菜。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塑料袋

打包饭菜对身体有害时，山东
大学一学生说：“说实话我不担
心，现在到处都这么用，食堂的
袋子看起来质量还好些。再说
担心也没用，因为没得选择，并
不是说多花几毛钱食堂就能给
纸盒什么的来代替。”

记者了解到，山东政法学
院、山东师范大学，用塑料袋打
包饭菜是免费的，山东大学中
心校区，早餐、晚餐打包饭菜，
一个塑料袋1角钱，午饭打包不
收钱。

“中午吃饭比较集中，有些
学生本不愿带走，但为了不等
座位，不得不带走，这可能也是
学校规定中午打包不收费的原
因吧。”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食堂
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多名学
生告诉记者，食堂餐位比较充
足，但因为上午第四节有课的学
生不少，所以午饭高峰期时有点

挤，打包带走的情况较多。“我周
围的人一般都在食堂吃，但如果
有室友在宿舍吃饭，就要给他打
包带走了。”

而在山东政法学院，更多
学生因为餐位不足而选择打
包，“只要上午11：40下课，我们
是绝对不会在餐厅吃饭的。”商
学院学生小钟告诉记者，因为
经常要花时间等空位，只有在
上午三四节没课的时候她和室
友才会提前去餐厅用餐。“晚饭
的时候好一点，因为我们下午
一般没课。”

山东师范大学饮食服务中
心主任杨荣珍告诉记者，两三

年前“限塑令”风行一时。当时
山东师范大学和许多高校都不
准学生用塑料袋打包饭菜。后
来，各个高校相继撤消了这条

“苛刻”规定，杨荣珍觉得“禁
塑”之所以不能彻底，餐位不足
是一个客观原因。

此外，采访中多家学校的
食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
学生就是习惯在宿舍吃饭。明
明 有 座 位 ，还 是 打 包 回 宿 舍
吃。

杨荣珍告诉记者，他们学
校食堂各个窗口使用的打包塑
料袋是饮食服务中心在七里堡
菜市场统一集中采购的，原则

上各个窗口都要去中心物流部
领取。如果有自负盈亏、单独核
算的少数窗口为了省钱自己购
买便宜的塑料袋，一旦发现会
进行处理。

购买塑料袋时，饮食服务
中心会选择原料为聚乙烯的塑
料袋。并通过索要经营商户的
经营许可证和生产厂家的生产
许可证、产品质量合格证等保
证质量。不过饮食服务中心只
能提供 2011年的产品检测报
告，无法提供2013年的相关证
件。对此，饮食服务中心表示学
校跟商户属于长期合作，没有
年年索取证件。

3月28日，记者来到七里堡
蔬菜市场，探访了五家食品打
包塑料袋卖家。

记者以买家身份拿出随身
携带的山东大学食堂饭菜打包
塑料袋，询问商家相似类型的
塑料袋，商家立即拿出两三款相
似塑料袋给记者介绍。当被问到
这种塑料袋是否有产品质量合
格证时，老板竟说市场卖的这种
袋子“没一个有产品合格证书

的”。一名女店主笑道，没有QS
认证标志就不是食品级塑料袋，
不符合国家标准，市场上用的绝
大多数无色透明塑料袋都不是
国标级食品塑料袋。

在一家室外摊位，记者要求
购买好的食品级塑料袋，老板给
记者提供三种选择，50个袋子一
把，价格分别为一把2 . 5元、3元、
5元，都是聚乙烯制造的食品级
塑料袋。其中3元一把的塑料袋

外观与高校食堂所用塑料袋形
态最类似。5元一把的塑料袋上
印有QS认证，生产厂家厂名、地
址、联系电话等，厚度明显大于
另外两种塑料袋。

老板明确告诉记者，印有
QS认证等5元一把的塑料袋是
符合国标的食品塑料袋，有产
品质量合格证书。另外两个也
可用作一次性食品塑料袋，但
没有产品质量合格证书。记者

通过袋子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到
了这把国标塑料袋的生产厂
家，对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三个月质监局都会对产品进
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且
若客户有需求，厂家随时能陪
同其去质监局检验。而通过QS
标志下方的包装生产许可证
号，记者在济南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网站上查到了厂家身份等
相关信息。

不符合国标的聚乙烯塑料袋
能用作食品级塑料袋吗？山东省塑
料协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分析，按照国内外惯例，只要能确
保原料是聚乙烯新料，就算达不到
国标规定的厚度，也可以做食品用
塑料袋。“并不是所有塑料里都添
加塑化剂。”但如果是回收料所制
食品用塑料袋，因其中可能含有各
种杂质，就容易对人体产生危害。
而且这种危害是隐蔽的、长期的，
一旦有害，对身体的影响若干年后
才会显现。

这名业内人士表示，如何判断
所用塑料袋是“聚乙烯”新料所制，

“肯定有权威部门能进行检测，问
题是谁来花并不便宜的检测费。”
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除了目测没
有更好的办法，透明度高、没有杂
质、没有异味的更安全。为了学生
健康考虑，最好的办法是学校加大
投入，使用符合国标的食品塑料
袋。

济南市食安办一名负责人告
诉记者，学校食堂等各种饮食场所
使用的食品打包塑料袋必须是符
合国标的食品塑料袋。不是正规渠
道生产、没有经过相关部门检测把
关的塑料袋就是不合格的，任何餐
饮场所不得使用。

采访中，有高校饮食服务人员
表示，如果学生能够错开高峰时段
买饭，食堂餐位也不会有问题。“不
过有些学生就是喜欢对着电脑在
宿舍吃，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完全禁
用的话确实不方便。关键还是学生
慢慢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改善生活
习惯。”山东师范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主任杨荣珍告诉记者，在她的印象
里，这些年用塑料袋打包的学生较
前些年少了一些。

100个学生走出食堂 七成提着塑料袋

吃饭扎堆餐位不足 学校取消“禁塑令”

市场上“食品塑料袋” 多数无QS认证标志

不符国标的塑料袋

潜在危害性很大

▲大学里使用塑料袋打饭的
大学生不在少数。

本报记者 左庆
实习生 张凯翔 摄

近日，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引发社

会对塑料餐具安全性的讨论，比发泡餐具更

常见的塑料袋也再次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

现，因餐位不足、袋子免费，省城不少高校食

堂普遍用塑料袋打包，有的高校食堂用餐高

峰打包率达70%，而这些采购于批发市场的

塑料袋基本达不到食品级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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