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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热点 A03

记者眼中的午托班
良莠不齐，多头管理

“只要有小学附近就会有午托班！”那么郑
州究竟有多少午托班呢？昨天，记者分三路在
中原区、金水区和二七区 10 多所小学附近进
行调查，验证了有小学就有午托的说法，有的
学校周围甚至有 10 多家午托班，在伊河路小
学附近，每到中午就有六七家午托学校的工作
人员排成一排来接放学的孩子。

在黄河路附近采访，一个午托部当日值班
老师说，现在郑州正规和非正规的午托部加起
来至少有 2000 家，但只有少部分是正规的，

“家庭式”午托占不小的比例，对于正规午托部
需要哪些证件，她也不清楚。

在记者调查的 10 多家午托部中，收费标
准也各异，有的以年龄为标准，每月加收20元
左右的伙食费，有的以辅导的科目为标准，每
月加收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费用。目前，郑
州市有从几人到几百人不同规模的午托班，每
月收费从200元到500元不等。

记者来到黄河路一家规模较大的午托班
接待室，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证
件，工作人员称，他们是证件齐全的午托部。
记者询问他们归哪个部门管理？“我们其实没
有非常明确的管理部门，教育、工商、税务等很
多部门都管，但是又只能管一部分，明确点说
就是都管又都不管。”

在一家“黑午托”，记者发现“教室”里堆放
了很多破旧的桌椅，桌与桌的间距很小，房间
也很阴暗。午托重要的职责是给孩子提供午
休，但是记者发现有的午托两个孩子睡一张
床，一个小房间里睡10多个孩子。

孩子眼中的午托班
期待这里是自己的乐园

上小学三年级的李孟是去年10月份入托
一家午托班的。

“今天吃面，饭后喝了蛋汤，我吃得很饱。”
每天上午 10时 40分放学后，李孟就去学校门
口找值班的午托部老师，11时20分开饭，饭后
他可以在餐厅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12时，李孟和其他的小学生一起排队到寝
室休息。

“午托并不是中午一定要求孩子休息，可以
根据家长和孩子的要求和具体情况安排，有的
孩子没有午休的习惯，他们就可以在规定的
范围内活动，有的孩子有作业的，就安排在教
室做作业。”午托部的老师说，到下午 2 时之
前，负责李孟那个寝室的老师喊孩子们起床，

“我们要照顾孩子穿衣服，帮助他们简单的洗
漱，但是我们鼓励孩子们学会自理”。等大家
整理好了，老师将李孟等三十几个孩子送到
学校门口。和李孟一样在这里度过中午时光的
有200多个孩子。

与李孟相比，小丁凡就没有这样的待遇
了。

“这里的老师很少，饭菜也不好吃。”他说，
他所在的午托班宿舍住了 30 多人，“人太多
了，有的小朋友要睡觉，有的却在屋里闹，老师
也不管那么多。”

丁凡说他所在的午托部有 100 个左右学
生，但是老师只有四五个人，上学的时候，老师
就让大点的孩子带着他们。放学时候，用三轮
车接他们，一辆三轮车最多坐进去七八个同
学，大家都很挤。他期待能换一家午托班，能
吃好、睡好，成为自己的乐园。

家长眼中的午托班
这里应是孩子的第三个成长空间

午托部能否成为孩子另一个成长的天
地？家长们对此抱有不小的期望，不少家长
在选择午托班时总要看上三四家，而他们看
重的不仅是硬件设施和好的管理，更重要的
是有好的老师教育孩子，让他们养成良好的
习惯。

互助路小学学生家长徐先生说，儿子一
个月在午托部的花费是 300 多元，他希望午
托班能提供家庭和学校外的第三个成长空
间，也希望孩子能在那里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们平时忙，午托班的饭比家里丰富，孩子
和同龄人一起也有共同语言，小孩子们一起
成长是不错的。优美的环境，较大的活动空
间，安全的设施等都是我们关注的。”徐先生
说，午托部的饮食卫生和教育管理家长们都
很看重，管理混乱的午托部会影响到孩子的
成长和学习，他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对午
托部的管理。

经营者眼中的午托班
希望规范却担心增加负担

郑州有几家规模较大的午托公司，一些正
规的午托班大都有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等证件，这些午托部有自己的学生管
理的宗旨、守则等，入托的条件、价格、管理等
都有严格的规范，有的午托部还组织孩子进行
游戏或郊游，对孩子的入托表现进行评比，有
光荣榜鼓励孩子进步。

“正规的午托，是从孩子放学到孩子上学，时
刻都有老师跟踪着，确保孩子的安全。日托的孩
子，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养成正确的坐姿等都是
我们老师的职责。”一家午托部的工作人员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缺乏具体的监
管措施，社会上午托班存在鱼龙混杂现象。“要
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午托，我觉得只要
不借机多收费就可以。”这家午托部负责人认
为，正规的午托部还是很希望有关部门出台政
策加强监管，但如果收费增加负担，那只能助长

“黑午托”的风气，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午托市场。

管理者眼中的午托班
多方表态管理却称有实际困难

就午托部的管理问题，记者与市教育局、
市卫生监督所及工商、物价等部门取得了联
系，不少部门表示他们在对午托部进行管理，
但还存在不少实际困难。

市教育局宣传处张莹处长说，午托班并不
在教育系统内，而教育部门对午托班的管理
尚无明确规定。“现在我们也正在做调研，但
具体的管理模式还没有确定，我们不好说太
多。”张处长说，市教育局对学校周边存在的
午托班也在进行管理尝试，但何时有法规出
台还不清楚。

市卫生监督所一位工作人员说，有食堂的
午托班都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对于
没有食堂的午托班他们也不能管理。该工作
人员同时表示，因为部分午托班所处的位置比
较隐蔽，管理起来还存在不少实际困难。

二七区工商局工作人员说，午托班属于经
营性质的企业，工商部门对他们的管理与其他
经营性企业相同，只要符合条件就能办理证
照，并不需要特别的法规再来管理。

午托班，家一般的温馨
8时,在位于杏花岭区府东街的一家午托

班的厨房，厨师白阿姨正精心为20多名学生
准备午餐。

11时许，鸡腿、凉拌菜整齐地放置在厨房
的桌子上。

11 时 30 分，放学的孩子们蜂拥而出，负
责接孩子的李老师准时站在校门口。等清点
够人数，李老师领着他们排队过马路。

11时45分，放下书包后，在李老师的招呼
下，孩子们各自去洗手后，等待享受一顿美味。

12时, 午托班的两位阿姨开始给孩子们
分餐，并随时为饭量大的孩子们进行补餐。

12 时 40 分，午餐结束，大部分孩子稍稍
活动一会儿就上床睡觉了。一些有家庭作业
的孩子开始安安静静地学习。

下午2时，等孩子们都去上学后,两位阿
姨便开始打扫卫生，给学生午睡的房间消毒，
这是她们每天必做的事情。

2008年11月18日，太原市杏花岭区政府
出台了《杏花岭区小饭桌食品安全管理办
法》，对辖区内午托班的经营、管理、卫生、防
疫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同时规定，该区教
育、卫生、工商、公安及消防部门为午托班的
监管部门。 据2008年12月13日《山西晚报》

为了孩子的期待和家长重托
午托班的食品安全和消防等不能有隐患

如何加强监管？想听听您的意见

工作繁忙，中午不能接送孩子上下
学是众多家长的一块心病，午托班的应
运而生帮助很多家长解决了这一难
题。然而，一些无证经营，食品、消防存
在安全隐患的午托班又成了一个社会
普遍关注的话题。记者昨天对郑州午
托市场进行调查，发现自1996年郑州市
首个正规午托班注册算起，郑州午托市
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规模，但
对于午托市场的管理却是“真空”。

“午托教育”已成为孩子教育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虽然“黑午托”、各种隐
患等在郑州午托市场依然存在，但是，
我们还是希望透过孩子、家长、经营者
以及管理者的目光，探寻一些成熟的
经验，让它尽快规范起来，成为孩子的
乐园，也承担起家长的重托。

晚报记者 李雪 董洪刚 汪永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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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托班良莠不齐、存在隐患亟须明确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和管
理，那么，午托班的开办者有什么反应？孩子的午托，究竟该由社
会中介机构来承担，还是由学校一包到底？家长、老师和教育主
管部门对此还有哪些建议？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您有哪些好的
途径或方法可以解决午托班问题不妨拨打67659999晚报新闻热
线都说出来，我们将继续予以关注。

·它山之石·

[ 太原
]

管理规范明确午托班模样
《深圳市校外午托机构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2008年12月4日，经深圳市政
府常务会审议并原则通过。

《办法》规定，校外午托班为民办公益机
构，实行年度检查制度，教育等主管部门要将
审查通过的校外午托机构名单和基本信息在
部门网站上通告。

在场地设施方面，午托机构应设在建筑
物的 3 层以下，场地建筑面积应在 80 平方
米以上，午托学生人均建筑面积应在4平方
米以上。

在人员健康方面，要求午托机构工作人
员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没有精神性疾
病、传染性疾病或其他可能影响中小学生
健康安全的疾病。要按照学生人数配备工
作人员，午托学生25人以下的应配备2名以
上工作人员。

在卫生管理义务方面，就餐环境、餐具等
设施应符合卫生要求，实行分餐制；配餐合
理、营养应符合国家规定的中小学生营养标
准，每周制定食谱并公示。

据2008年12月12日《中国消费者报》

[ 深圳
]

11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55点半，在文点半，在文
化宫路上一家化宫路上一家午托部内，吃过了午托部内，吃过了
晚饭的孩子晚饭的孩子们正在这里复习功们正在这里复习功
课写作业，课写作业，老师在给他们辅导。老师在给他们辅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