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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开学在即，小饭桌又
成热点话题。无论是线下会面，
还是线上“手谈”，家长们大都会
聊起小饭桌——— 小饭桌具体在
哪儿，饭菜质量如何，安全管理
咋样，怎么收费，对诸如此类的
问题都有充分的交流。当听说楼
内餐饮整治可能会波及小饭桌
时，这样的交流便更显热烈。

这是一种带有某种周期性
的舆论现象。因能在学校附近为
孩子提供必要的餐饮及托管服
务，小饭桌早已成为相当一部分
家长的不二之选。每逢开学季，

为孩子找小饭桌便成了不少家
长的“规定动作”，与此相伴的则
是家长们对小饭桌的热议。

热议的背后是关注，更是
焦虑。家长们的焦虑主要来自
两个方面。一方面，小饭桌“稀
缺”，“餐位”需要竞争。学校不
提供相关服务，有刚需的学生
家长只能求助于校外的小饭
桌。基于地理位置上的“稀缺
性”，学校附近的小饭桌数量往
往很有限，有良好口碑的就更
少，供不应求成为一种常态。为
了能给孩子找到一家理想的小
饭桌，家长们通常得展开一场
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 没
着落的要抓紧找，下手晚了可
能就找不到了；有选项的要抓

紧定，稍有犹豫，“名额”就被别
人抢走了。另一方面，小饭桌监
管乏力，服务质量难有保障。找
不到小饭桌犯愁，找到了也不
见得省心。小饭桌大多跻身于
居民楼中，无证无照“自生自
灭”，监管缺失严重。在这种情
况下，小饭桌的餐饮及托管服
务质量几乎全靠经营者的“自
觉”，全凭小饭桌工作人员的良
心。在海底捞这样的业界“良
心”都会出问题的情况下，缺少
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小饭桌的
服务质量怎么会有保障？

对不少家长而言，小饭桌
成了难题。对付这样的难题，最

“有效”的办法似乎就是取缔。
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服务

方”出现，对小饭桌简单地一关
了之其实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

“解决方案”。合宜的应对之策
应该是，尽快采取有针对性的
措施，从根本上破解小饭桌难
题，以有效纾解家长们的焦虑。

鉴于小饭桌服务对象主要
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政府
部门应该在破解小饭桌难题上
唱好主角，做好“兜底”。必要的

“兜底”至少应包括如下两项
“工程”。其一，投入上的“兜
底”——— 加大投入，像青岛市那
样，大力建设标准化的学校食
堂，努力让不得已而求助于校
外小饭桌的学生们能回到校园
就餐；与此同时，尽可能充分地
开放校内设施与空间，满足学

生在休息与托管方面的需求。
其二，监管上的“兜底”——— 加
强监管，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关
标准与规范，整合多部门力量对
相关事宜进行综合治理。仅靠现
有的备案管理和靠食药监一个
部门根本无法做好必要的监管
工作。应该明确并细化相关服务
标准与操作规范，不仅让小饭桌
经营切实有章可循，违规违法
要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且，即便
小饭桌最终被“迎回”了校内，
这套标准与规范同样也能发挥
作用，监管同样及时到位。

做好这样的“兜底”当然并
非易事。但是，作为义务教育的“配
套措施”，这样的“兜底”不仅义不
容辞，而且，完成得越早越好。

政府为小饭桌“兜底”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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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陪读”不是家长应做的功课

□胡建兵

新学期将至 ,名校附近的
房屋租赁市场再次被“陪读家
长”点燃。近日 ,齐鲁晚报记者
调查发现 ,在省城山东大学附
属中学、山师大二附中等名校
初中周边,陪读房“一房难求”。
两居室均价都在2500元左右,这
样算下来,3年陪读租房的费用
至少十万。

家长在孩子学校周边租房
陪读，三年下来要12万元，这对

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陪读”确实可以更好
地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节
省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读
书，也可以督促孩子更好地学
习，孩子遇到困难也会及时得到
帮助。这无疑又是父母“爱”孩子
的具体表现。有的家长从孩子上
小学开始到读中学、大学，甚至
读硕士、博士，从国内到国外，不
惜举家搬迁“陪读”。

父母爱孩子是正常的，但过
分的爱不是家长应有的姿态，更
不是必做的功课。父母把孩子像
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从来不让
孩子自己打个地铺、叠个被子、

做个饭。孩子做作业时，家长也
时刻守在旁边。家长的这种做法
是非常不明智的，让孩子缺少自
立能力，有的孩子大学毕业了还
不知道怎么做饭，甚至连面条都
不会下。做事没有主见，没有思
想，当他们需要自己生活，需要
自己去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会手
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孩子的教育确实需要社
会、学校、家庭三方配合，“租房
陪读”是教育大环境造成的，升
学压力、教学资源的竞争，乃至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拉锯
战，导致“减负”依然停留在口
号与表面，无法落实。其实，很

多家长已经开始在承载一定的
学校教育的工作，这让很多家
长感觉十分无奈。因此，为了让
孩子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家长
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房，甚至
辞掉工作进行“陪读”。

要想让家长不再花血本租
房“陪读”，作为教育部门，要尽
快去除“应试教育”的思维，更加
重视素质教育。作为家长，如果
真心爱孩子的话，应该弄明白什
么才是对孩子最重要的，最需要
的。“租房陪读”或许在眼下对孩
子生活上有一定的帮助，却限制
了孩子的发展，阻碍了培养他们
独立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

真正对孩子负责的父母，
应该相信自己的孩子。从安全
的角度出发，孩子在小学阶
段，年龄尚小，有陪读的必要。
但在初中、高中阶段，孩子有
足够的生活自理能力，住在学
校也有安全保障，家长过于操
心而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这就没有必要，不是应做的

“功课”。如果孩子进入社会后
不适应社会，遇到困境时就会
不堪一击，不仅不会感谢父母
当时为自己付出的一切，反而
会指责父母。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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