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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家家学学屋屋小小饭饭桌桌盘盘踞踞临临沂沂一一小小区区
物业与经营者一度起冲突，清理同时物业也办起托管班

文/片 本报记者 高祥 邱明

冲突
学生进小区受阻拦
学屋老师争执中受伤

据目击者介绍，8月2日上午
8点30分左右，十几个孩子以及
学屋的老师站在小区门外。他们
没有门卡，只能瞅准居民或车辆
进出时的空当进入。女老师倒地
前试图阻止行人铁栅栏门关闭，
她扶栅栏的手臂被物业人员推
了一把，而后摔倒。她同事提供
的诊疗单显示，她被诊断为“多
处软组织挫伤”，需住院治疗。

不过，也有居民怀疑倒地
“姿态牵强”。该小区一位业委会
成员说，他看过监控录像，当时
物业工作人员没用多大力气，这
位老师倒地姿态很牵强。物业已
报警，警方也调取了监控录像，
相信会有公正的调查结果。

双方对事件的起因也各执
一词。物业认为学屋不该开在小
区居民楼内，不让非小区居民进
门是为全体业主考虑；学屋认为
物业没有执法权，不能说让谁停
业就停业，不能阻拦学生进门，
物业是想垄断。

现实
学校餐厅容量有限
办学屋有市场

朴园小区位于临沂城区北
部，紧临一所小学。齐鲁晚报记
者走访发现，该小区内目前共开
办有学屋、才艺培训班等托管机
构近20家，招生对象主要是隔壁
学校的小学生。这些托管机构大
多开设在居民楼一楼。

该小区某学屋开办者李女

士说，从2011年隔壁小学建成
后，朴园小区内就有了学屋，最
多时有30多家。她的学屋已开两
年，工商注册、卫生许可等齐全。

多名学生家长说，隔壁学校
餐厅约能容纳1000名学生就餐，
也有午休场地，原本够用。但近
年周围多个小区入住，生源增
加，目前学校有近2000名学生。
每到新学期，想在学校就餐得排
号，有近半学生最终得回家或到
学屋吃饭、休息。有家长说，在同
类学校中，这个学校条件还不
错，要是没有校内餐厅，学校周
围的学屋会更多。

学屋在便利了部分家长和
学生的同时，也受到小区业主的
反对和物业的限制。

争议
物业着手清理
学屋质疑物业搞垄断

对扰民问题，学屋方面也做
过努力。一年多前，小区学屋经
营者自发制定学屋规范章程，其
中约定，凡是被业主投诉两次以
上的学屋要自动退出经营。这一
举措没有为他们获得谅解。

去年8月底左右，小区物业
下发通知，要清理没有合法手
续、未获本栋单元楼全体业主同
意的学屋。而多家学屋拿着同意
书找物业时，又不被认可有效。

小区一位业委会成员表示，
业委会和物业核实，这些同意书
有的是开办方软磨硬泡，业主不
胜其烦签下；有的是房屋出租方
与同单元业主是熟人，大家碍于
情面签了；有的是学屋造假。

“物业先贴告示不让往这送
学生，后来又断电。”一位学屋负
责人说，上月初，物业在几个大
门口安装了门禁系统，不让学屋

的孩子进门，家长、学屋老师因
此与物业发生了多次争吵。

学屋开办者认为，在清理学
屋的同时，物业却办起托管班，
清理他们就是想搞垄断。

记者联系朴园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说物业受聘于小区业委
会，具体情况要找业委会了解。

业委会：
清退是业主代表决议
物业托管班服务本小区

多位朴园小区业委会成员
介绍，清理小区居民楼内的学
屋，是经业主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的决议。原因是这些学屋严重影
响了居民正常生活；且《物权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有规定，住宅楼
改商用需征得周围住户的同意，
私自住改商，物业有权劝阻。

“每天数百小学生进出，凡
是有学屋的楼道，单元门、电梯
都有损坏，小区内的绿化植被、
地灯也被折腾得不像样。”一业
委会成员说，接孩子的家长涌进
小区造成交通拥堵，还有家长、
孩子在地下车库随地便溺；有的
学屋开设声乐课程，产生噪音。

在朴园小区配套公建楼内，
记者找到由物业开办的托管班，
二十多名小学生正在做作业。值
班老师介绍，托管班原则上只招
收本小区住户的学生，目前开设
的是暑假班，开学后会有托管
班，暑假班每名学生一天收费40
元，托管班中午和晚上在这里就
餐的话每月收费700元。

“物业开托管班，也是为业
主考虑。”一位业委会成员说，居
民楼内学屋清走后，可能有业主
的孩子放学后无处可去，物业就
办了托管班，地点属于公建，不
影响业主，收费也相对便宜。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周国芳） 日前，省人社厅发

布《关于做好2016年度我省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的通
知》，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
审专业技术职务进行了调整。
其中，撤销了部分行业高级评
审委员会。同时，在评审条件
中，淡化了论文和奖项的要求，
明确填报论文不超过3件。

《通知》规定，淡化论文、奖
项数量要求，推行代表作制度，

填报的论文（著作、作品等）不
超过3件，科研成果及获奖项目
不超过3项。

不看重论文，如何科学评
审？据了解，各系列（专业）评委
会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
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
标准条件，要突出业绩贡献和
自主创新能力，对申报人员品
德、知识、能力和业绩进行综合
评价，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
明专利和转化生产力的能力作

为评审的重要依据，注重向基
层、企业、非公有制单位和一线
专业技术人员倾斜。

据了解，今年撤销了部分
高级评审委员会。撤销的有省
中医药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
委员会，省机械工程、化工工
程、轻工工程、纺织工程4个省
高级评审委员会，省国际商务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
员会等。

新增省基层卫生技术职

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和省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技术职
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此
外，授权17个设区的市组建中
小学教师、卫生技术、基层卫
生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
员会。济南等5个市组建工程
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
会，济南等3个市组建会计专
业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负责
本市所属的相应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的评审工作。

根据工作进程，今年全省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于
7-9月组织申报、评议推荐和
呈报。11月底前完成评审工作；
12月底前完成审核、备案工作。
申报评审工作使用“山东省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系
统”进行填报。其中，实行评聘
分开的地区、部门和事业单位，
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
数超过核准的相应岗位数15%
的，原则上不再推荐评审。

我我省省今今年年评评职职称称推推行行代代表表作作制制度度
提交论文不超过3件，同时撤销部分高评委

临沂城区千余学屋仅1家实名注册

多多所所新新建建小小学学探探索索校校内内托托管管

2013年初，当时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大三就
读的李可心团队完成调研项目显示，临沂估计有十几万名学
生进入“小饭桌”，并且这些学屋、小饭桌大多存在无序经营的
问题。

记者走访了临沂城区多家学屋及学生家长，他们表示学屋
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在一家位于城区中部小学附近的学屋的负
责人说，临沂城区大大小小的学屋得有上千个，这么多学屋存在
说明市场很大，盈利也相当可观。

但从合法性来说，政府监管这块的确有漏洞。“从开学屋到
现在，我跑工商注册跑了十几趟都没跑下来。”前述学屋负责人
说，多数学屋都是打擦边球，注册餐饮等服务场所，再通过卫生、
消防等审批。临沂某区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注册学屋确实
较难通过。

2010年底，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临沂市学生校外就
餐休息场所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把“小饭桌”“学屋”等托管
形式纳入管理范围。8月3日，记者通过临沂市工商局网站上的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得知，目前全临沂市仅有3家学屋以

“某某学屋”为名称注册，其中一家在河东区，两家在临沭县；以
“某某小饭桌”注册的则没有。其他的学屋也有注册的，但不叫学
屋，而是冠以教育咨询、艺术交流等。

多位学屋开办者分析，行政部门可能是顾虑“谁审批谁负
责”，干脆不审不批，也就不用负责。

不过，解决之道也在探索中。2014年初开始，临沂市多所新
建成的小学开始探索校内托管，有的实现了午间校内托管。

而临沂市建成时间较早的小学，受制于规划、场地等限制，
大多无法实现或全部实现校内托管。朴园小区内的众多学屋、小
饭桌等托管机构也围绕着这些学校产生，并由此引发了与物业、
业委会之间的矛盾。这些学屋、小饭桌何去何从，还得依靠行政
管理部门解决。

朴园小区业委会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与学校、教育局、工
商局等单位和部门沟通，共同探讨居民楼内学屋扰民的去留
问题。

8月2日，临沂市区北部一家学屋因与物业发生冲突，一名女老师倒地受伤；不过，有看过监控录像
的业主认为其倒地“姿态牵强”。目前物业已报警，警方也调取了这段监控录像。不管真相如何，此事再
次凸显小区内学屋和居民、物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

葛相关链接

物业设了栅栏门，不让去居民楼学屋的孩子进小区。 受访者供图

8月2日，物业办的暑期托管班里，小学生在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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