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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中午放学很早，我们两口子工作忙，又不能老请假，你说怎么办？只能
送到就近午托部去。可是午托部大多无牌无照，安全或食品等一旦出问题，
你说找谁去？”昨日，一位小学生家长倒出了内心苦闷。实际上，家长们担心
的不是孩子“无处可托”，而是遍布的午托部太多但无人监管、隐患重重，让他
们很忧心，“到底谁来管管他们？”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文 周甬/图

“儿子上二年级，一般是上午 11 点
多、下午 4 点多就放学了，我们没法天
天接送。”市民何先生的儿子在管城区
上学，而他在郑东新区上班，妻子则在
北环上班，由于工作忙有时还要出差，
因此，孩子的午饭及午休成了两口子
的头疼事儿。

无奈之下，他将孩子送进学校周边
的午托部。而事实上，像何先生这般苦
恼的学生家长不在少数，据他了解，儿子
班里约 60%的同学都选择了去午托部。
在记者走访中，不少家长表示，由于路途
遥远，工作繁忙，加上交通堵塞等因素，
因此他们只得将孩子送进午托部。

“孩子的午饭”难住了家长

那么，面对众多中小学生及家长们
的刚性需求，市区午托部的现状又如何
呢？记者走访发现，在郑州市区各中小
学的周围，几乎都遍布着午托部，有个别
学校的周围就有 10 多个。他们多数藏
身在学校附近的楼宇及小区里，以“家庭
式午托部”居多。

昨日上午，记者在创新街小学周围
走访时发现，该校斜对面就有两三个午
托部，都在墙壁上悬挂着醒目的招牌，而
西侧不远处的博爱街上更是集聚了近
10 家午托部。记者发现，这些午托部一
般都是由三室两厅改装而成，客厅摆满
了座椅，让学生写作业兼顾用餐。

每一间卧室内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床
铺，还分上下层，走进去几乎没有下脚的
地方。“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居然能睡十

四五个孩子？”记者很惊诧。午托部负责
人则称：“我们管理得好，来的孩子就
多！”“你的孩子要来就赶紧，要不就没有
位置了！”

这些午托部的收费标准大致统一，
午托是每月 400 元，周托是 1300 元。记
者在一些午托部内查看一遍发现，室内
光线昏暗，拥挤不堪，连灭火器和逃生标
识都没有。同时，也未发现墙壁上悬挂
有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任何证照。

“怎么会没有证照呢，万一出了问题
怎么办？”面对记者疑问，一位午托部负
责人称，“我都干了六七年了，没有人要
求我们办证，也不知道找谁办证去。现
在的午托部都是如此，不是我们不去
办。你尽管放心，这么多年了，我们靠的
就是负责任，口碑相传。”

“家庭式午托部”藏身小区

“不去了解也就算了，一了解真是给
吓住了。”市民张先生有些感慨。昨日中
午，记者来到郑州八中看到，学校两边都
有午托部，只不过外面没有明显标识，不
仔细找不容易发现。

在八中南侧隔壁的一楼楼道口，三
四家午托部都打出了自己的宣传标语。
有的午托部还打出了“退休老教师”并且
还“辅导作业”的招牌，招揽生意。中午

时分，不少中学生都陆续走了进来。
“一个午托部招收这么多学生，却

没有食品加工许可证，也没有消防设
施，室内的家电等设施老旧，卫生环境
也差，空气很封闭，一旦出现问题怎么
办？”家长李先生表示了担忧。

另一个问题家长们也很担心：“这些午
托部没有经过任何部门审批，一旦出现了人
身伤害，老板跑路了，我们该找谁讨说法？”

一些午托部没有经过任何部门审批

据了解，午托部最早在郑州出现的
时间是在 1996 年。然而，这么多年，作
为一个已经被家长和社会逐步认可的新
兴行业，午托却一直处于尴尬处境里。
由于午托部涉及学生的用餐、休息、学
习、监护等多个环节，因此，它的性质难
以得到确定。

“到底谁来给我们一个名分呢？”一
名午托部负责人表示，他们也考虑到办
理营业执照，然而，去教育部门咨询，教
育部门称不属于业务范畴，去工商及卫
生、消防等部门都不受理。“谁都可以管，
谁都可以不管！”正是因为处于“监管盲

区”，使得不少午托部遍地开花。
昨日下午，记者以创新街小学周边存

在的午托部散乱问题，向管城区教体局进
行咨询，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午托部不
归他们管理。而管城区其他部门也表示
了对此没有明确说法。

“午托部的管理权限问题已经存在
多年，牵涉到很多学生的安全，政府有关
部门有责任尽快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和
引导。”河南教育学院教授杨少伟表示，
应对午托部设立准入制度，工商、教育、
卫生、物价、消防等部门共同采取措施，
使午托部时刻处于监管之中。

谁来给午托部一个“名分”

昨日上午，还未到放学时间，农科路小学门前便挤满了各色接学生的午托班。

管城区一小学附近的一家午托班内，狭小的空间内放满了供学生休息的双层铁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