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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驾驶人员说，山东境内
部分高速公路让他们苦不堪言。

——一些宽阔公路存在莫
名限速现象。

济南某国有企业驾驶员姜
涛告诉记者，在滨莱高速部分路
段，路况良好且车流量正常，但
长期限速100公里每小时；在京
台高速新泰段，道路已拓宽施工
完毕，却一直限速80公里每小
时。

记者在青兰高速近莱芜方
向看到，道路为双向六车道，宽
阔平坦，公路上车流量并不大，
有些路段却同样限速100公里每
小时。

——限速标准忽高忽低，让
一些司机很“头疼”。

在江苏从事电商销售工作
的张向阳说，相邻两省路况相
似，但从江苏进入山东后，一些
高速路段最高限速就开始从120
公里每小时下降，在110公里每
小时至 80 公里每小时之间变
化。在济南从事货运工作的货
车司机孟康说，在京沪高速济南
至临沂的部分路段，几十公里内
限速标准不断切换，忽高忽低，
如同开“过山车”。

——一些路段“只见限速，
不见修路”。

一些群众反映，山东高速近
几年因为修路导致限速情况多，
但一些路段“只见限速，不见修
路”，或者路修好后“人去路桩
在”。济南市民孙铁、枣庄市民
张文凯告诉记者，由于道路改扩
建，京沪高速山东段存在限速80
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40
公里每小时等多种标准；有一些
路段已经修好，但整个路段却仍
要“一刀切”执行同一限速标准。

今年6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在城区小学全面实行营养配餐，本
是为家长分忧的服务却引来反对声
一片。担心孩子们吃不好？记者采
访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中小学配餐在当地是新事物

从2019年9月开始试点，到今
年6月在呼和浩特城区小学全面推
行，营养配餐服务一直伴随着质疑
声浪。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有关工作人
员说，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三部分
群体：一是小饭桌经营者，他们担心
生意被抢；二是家住学校附近的学
生及家长，他们没有配餐需要，担心
作息时间调整后影响午休；三是有
教师感觉实行配餐后，无形中工作
量加大太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营养配餐的
直接起因是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议
案连续两年提到小饭桌无证经营和
扰民问题。为解决小饭桌乱象，也
为回应部分家长中午无法接送孩子
的呼声，营养配餐才开始推行。

营养配餐到底怎么样？记者
实地走访了部分小学。中午放学
后，腾飞路小学五年级2班的18
名学生没有忙着收拾书包回家，他
们排队来到教室门外，装有午饭的
保温箱在5分钟前已准时送达。
可回收餐盒内装着米饭、鸡腿、油
麦菜炒肉和素炒豆芽。“不是山珍
海味，但营养安全。”腾飞路小学校
长杨敏说。

学生在吃午饭的时候，老师和
家长也没闲着。“每天中午都有陪
餐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吃饭，此外还
有十几名管理老师在各楼层巡
逻。”杨敏说，每天有超过1／3的
老师参与配餐的保障和管理工作。

为了让学生吃得安心，家长们
成立了伙食委员会，监督、管理营养
配餐事宜。腾飞路小学“伙委会”的
家长代表巴特尔说，每个年级派出
一名家长代表组成校级“伙委会”，
这6名家长代表轮流到学校监督配
餐工作。在家长细心监督下，配餐
公司添置了保温效果更好的保温
箱、清晰标注出每道菜的主料和配
料，配餐质量不断提升。“配餐是个
新事物，家长们也不懂怎么做，只能
发现一个问题改进一个问题。”

争议焦点不仅是一顿饭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在5月就营
养配餐工作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参与调查的13万名中小学生及家
长中，对营养餐配送有需求的比例
超过45％，但目前参与营养配餐的
73所小学、2所中学中，学生在校就
餐量不足30％。有些家长和教师
对营养配餐顾虑重重，不仅担心能
不能吃好饭，更对配餐后出现的一
系列新情况心有不满。

家长最大顾虑是担心孩子休息
不好。开展配餐工作前，小学午休
时间一般是150分钟，现在午休时
间缩短到90分钟。有家长表示，大
多数学校没有可供午休的场所，孩
子们只能东倒西歪地趴在书桌上休
息一会儿，担心长期下去影响身体
发育。呼和浩特市17中的学生家
长赵女士去年为孩子选择在校配
餐，今年又改成了中午回家吃饭。

学校实行配餐后，午休时间缩
短，下午放学时间相应提前，给家长
接送带来新的不便。二年级学生家
长陈先生说：“配餐制把作息时间全
搞乱了，放学时间提早1个多小时，
下午3点半就去接孩子，上班的家
长只能请假出来。”

无法按时接孩子的家长，可以
选择为孩子报名参加学校的课后延

时服务。但课后延时服务水平参差
不齐，有家长抱怨是在浪费时间。
三年级学生家长白先生说：“延时服
务只是对孩子进行看管，没有真正
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感觉每天的
时间都浪费了。”

多位小学校长告诉半月谈记
者，延时服务质量低，主要由于学校
没有钱聘请专业的老师。而财政补
贴不足，也是教师对开展营养配餐
工作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据了
解，呼和浩特市目前还没有为陪餐
老师发放补贴。一位小学老师说：

“老师每周轮流陪餐1次，年轻老师
可能要陪2至3次，下午放学后还要
开展延时服务，备课等工作只能晚
上加班做。工作量上来了，补贴却
没有到位。”

据统计，呼和浩特市已开展营
养餐配送及课后服务的中小学中，
表示工作负担增加的教师占比超过
75％。教师的工作负担增加及相应
待遇发放不到位等矛盾较为突出，
导致中小学教师中认为该项工作必
要性一般或没有必要的占比超过
70％。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学生营养餐
配送工作项目组负责人马波说，营
养配餐只是解决了学生中午用餐的
问题，但学校发展和家长需求之间
还有许多不匹配之处。有老师说，
家长要求学校做的太多了，既要教
书育人，又要看管照顾，还要提供高
质量的课外服务，远超学校的能力
范围。

责任边界：学校到底要管多少

孩子中午没地方吃饭、放学后
没人接送，家长对此烦恼不已，而
学校似乎成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唯
一责任方。营养配餐、课后延时都
是学校提供的教学之外的服务，不
仅不能脱离学校教书育人的本质，
还要做到非营利、满足多元需求，
这给学校增加了很大压力。

孩子是学校的学生，也是家庭
的一员、社会的成员。保障孩子健
康成长，不应只由学校一肩挑，家
长、社会都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减少学校的社会化服务，使学校有
更多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中。

明确学校的责任边界，为老师
“减负”，给学校“松绑”。“老师的精
力是用于教学，还是管学生吃饭？”
这种吐槽不无道理。有教学任务
的教师还要管理学生吃饭休息，既
当老师又当保姆，无形中增加了许
多工作压力。多位中小学管理者
建议，可通过增加待遇、增派工作
人员等方式，降低教师群体工作负
担，提升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鼓励第三方参与学生服务，以
多元主体满足多样需求。开展营
养配餐后，还有部分学生有到小饭
桌进行午间托管的需求，可对小饭
桌严加管理、提升质量，满足不同
学生群体的需求。

呼和浩特市一项调查显示，有
20％的家长有付费参与课后服务
的需求，但课后服务收费目前没有
依据，学校不敢开展收费课程。多
位教师和学生家长建议，有关部门
可制定课后延时收费的政策，联合
社会培训机构，将他们引入校园共
同办好延时服务。

孩子的教育在学校，但家长不
能把孩子丢给学校做“甩手掌柜”，
应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多位教育
工作者表示，家庭教育也是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畅通家
长参与学校治理的机制，学校开展
配餐、课后延时等服务，需要家长、
学生、学校三方建立起监督和评价
机制，提升服务质量。 /新华社

限速标准忽高忽低限速标准忽高忽低
高速公路难高速公路难““高速高速””

————山东高速部分路段限速乱象山东高速部分路段限速乱象

为家长分忧的校园配餐
为何反对声一片

明明是高速路，车子却开不
快。

近日，一些司乘人员反映，
山东省内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限
速不规范，一些路段限速设置不
合理，一些路段限速标准忽高忽
低，既影响通行效率，也增加了
开车危险系数，让一些司机很

“头疼”。

限速不规范
司机有意见

一些受访群众说，与河
北、河南、江苏、安徽等邻省
相比，山东高速公路限速多、
测速摄像头密集等现象明
显，一些不合理限速可能诱
发安全隐患，影响通行效率。

不少司机反映，由于限
速设置不合理，在山东省内
开车格外费时。江苏南京市
民陈浩说，此前自驾从江苏
到黑龙江，同一条高速公路，
一进入山东境内，速度就开
始变慢。行驶过程中，时速
最低降到40公里每小时，行
驶体验差，行车时间大幅增
加，最终到达时间比原计划
晚了不少。

此外，限速标准变化多，
也影响驾驶安全。多位物流
公司驾驶员说，限速标准经
常变化，需要频繁刹车或者
突然猛踩刹车，对经验不丰
富或者不熟悉山东路况的驾
驶员来说，存在不小的危险。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教授许金良说，我国高速公
路的限速值都是以设计速度
作为确定标准，一般为120
公里每小时，个别省市的交
通管理部门会根据行驶安
全、道路施工等情况，将设计
速度下调10至20公里每小
时甚至更多作为限速值。但
交通管理部门在调整限速标
准时，有时候存在“一刀切”
问题，限速标准与道路设计
速度存在较大偏差，造成高
速公路不“高速”现象。

山东省公安厅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2018年，山
东出台了《全面改进和规范
公路限速及测速八条工作措
施》《山东省道路测速取证工
作规范（试行）》，对高速限速
进行规范。当前山东高速公
路限速的主要原因是为保障
修路；此外，部分路段最初设
计时速较低，导致限速标准
相对较低。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制
定的《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
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
意见》，道路限速值的设定应当
以保障行车安全和提高通行效
率为目的；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定期分析测速取证设备
记录的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
行为情况，对同一地点记录数量
大或者群众对道路限速值的投
诉意见多的，应当及时调研论
证，需要调整道路限速值的，报
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
后调整。

记者注意到，由于社会反应
强烈，2018年山东曾集中开展为
期6个月的限速路段集中整治排
查，有关部门还向媒体公开发布
整改情况。但一些过往车辆司
机反映，不合理限速现象依然存
在，说明整改还存在不少遗漏。
尤其是外省司机，由于不了解山
东省内限速情况，扣分罚款的几
率大大增加。

相关专家认为，高速公路可
以根据实际路况进行适当的限
速，但限速标准的设定要科学合
理，同时充分考虑群众意见。驾
驶人员对山东高速公路部分路
段限速问题意见比较多，说明有
关部门在相关政策的执行上仍
存在“短板”，山东应对标周边省
份，修正一些不合理举措，让群
众车开好、行顺心。

“车辆通行效率低，影响的
是山东形象，阻碍的是人流、物
流速度。”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
红昌说，山东应在继续清理不合
理限速的同时，对现行规章制度
进行完善。如群众反映突出的
因修路原因造成道路限速长期
较低，可以根据不同路段施工状
况和车流情况，在保证行驶安全
前提下，采用分段限速、在部分
竣工路段适当提高限速标准等
方式，让车辆高效通行。

山东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总队相关人员说，山东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 6400 公
里，但部分道路老旧，目前许多
公路正在进行改扩建，施工期间
限速标准较低；待施工完成后，
山东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将会
大幅提升。此外，针对限速不科
学等问题，山东交警部门会根据
群众反映，认真进行评估和规
范。 /新华社

对标周边省
后续规范有待完善既影响通行效率

又存在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