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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南 文/图

12月28日，市民赵女士向本报热线

反映，槐中路与谈固南大街交口以东路南

的部分便道砖出现松动的情况。

据赵女士介绍，槐中路与谈固南大街

交口以东路南的便道上铺的便道砖部分

出现了松动的情况。开始只有一小部分

便道砖松动，后来松动的便道砖越来越

多，现在已经有好几处地方都松动了。“平

时走这段路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绊一下，雨

雪天气时更糟，便道砖下积着很多泥水，

走上去就有泥水溅出来，别提多脏了。”

记者当天在槐中路与谈固南大街交

口以东20多米处看到，路南便道上有大

约两平方米的便道砖出现了松动，东侧还

有两处便道砖出现松动的情况。

记者当天拨打了 12319 城建服务热

线，工作人员称将会立刻把情况反映给相

关部门。

本报记者 马南 文/图

12月27日，市民王女士向本报热线

反映，她在赶公交车时被便道台阶上的螺

丝钉绊了一个大跟头，还磕破了膝盖。

王女士讲述，日前她到中山路与体育

大街交口附近办事后，走到路口东南角的

便道上时，看见一辆公交车正要进站，急

忙跑着去赶车。谁知下便道台阶时感觉

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就摔倒在地上，幸

好被路人扶了起来。“我撩开裤腿一看，左

腿膝盖已经磕破了。”王女士仔细一找，发

现“罪魁祸首”是台阶上的几个螺丝钉。

记者当天中午来到中山路与体育大

街交口，路口东侧10米处路南的便道旁

有两级台阶，较低的一级台阶上露出不少

螺丝钉，三四个为一组，共有20多组，高

的有2厘米，低的也有1厘米。一位附近

居民说：“我已经见过好几个行人在这里

被螺丝钉绊倒了。”

记者当天拨打了 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工作人员称会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

进行处理。

螺丝钉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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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桌”解决了很多工薪族家长的后顾之忧，但一些存在于

小区内的“小餐桌”却给左邻右舍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影响。近日，

家住石家庄五十四所东风生活区的一位五年级小学生，以书面的

形式向小区内的“小餐桌”们提出了建议。

“本小区从前鸟语花香，处处

充满和平。自从开‘小餐桌’的多

起来，就变得不一样了……本小区

有一定的作息时间，‘小餐桌’的孩

子吃完饭就请回宿舍，以免影响本

小区特别小的孩子和老人。希望

大家这样做：1. 管理好自己的学

生，不然别开‘小餐桌’；2. 请不要

让学生们骂人；3. 调整好作息时

间。愿您尽心尽力做到，若您做不

到，送给您的则是小区居民的冷漠

与厌恶……请保护好我们共同的

家园！谢谢您的合作！”

这份贴在五十四所东风生活

区院内的建议书，作者是一位五

年级的小学生。建议书虽然文字

仍显稚嫩，但意思表达得清楚明

白。

小学生给“小餐桌”提建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份建议

书呢？小区居民李大爷告诉记者，

东风生活区的西邻是东风小学，因

为很多家长无法及时接送孩子，离

学校最近的这个小区就开起了一

些“小餐桌”。一开始还比较少，对

居民的影响也不大。后来随着上

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多，小区里开办

的“小餐桌”也越来越多。这五六

年来，“小餐桌”扰民的情况日渐明

显。

李大爷说，据他统计，小区

一共有 12 栋楼，“小餐桌”就有

14 个。每到放学时间，孩子们又

喊又叫，还有各种敲门推门的声

音，吵闹的声音让楼上楼下的邻

居们都不堪其扰。吃完饭后，有

的孩子会跑到院子里大声喊叫，

奔跑蹦跳；等到家长们到“小餐

桌”接孩子时，生活区内也特别

吵闹，还有家长开车进小区，造

成拥堵。

东风生活区是个老小区，居住

的老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老人常

年卧病在床，需要安静的环境，“小

餐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

扰。前两年有关部门也曾联合治

理过，安静了一段时间，后来慢慢

地“小餐桌”又多起来，吵闹声又回

到了他们生活中。

12栋楼开着14个“小餐桌”

其实，“小餐桌”扰民的问题在

石家庄很多小区都存在。家住国

际城小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家

楼下就有一个“小餐桌”，每到放学

时间，孩子们蜂拥着跑回来，咚咚

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吵闹声不

绝于耳，四楼都能听得见。下午放

学后，很多孩子做完作业后，到小

区院子里跑着玩，那个时候也正是

下班时间，不少居民开车或骑电动

车回家，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每

天晚上开车回去都特别小心，生怕

从哪里跑出一个孩子没看到，撞到

人家。”王女士说。

家住桥西的张女士也有这样

的困扰。她说每天中午“小餐桌”

孩子放学回来都会把电梯挤满，这

个时候居民们想坐电梯都费劲，有

些调皮的孩子还会把所有楼层的

按键都按一遍，你在楼下等10分钟

也等不到电梯。有的孩子不坐电

梯，三五个人嘻嘻哈哈跺着脚比赛

爬楼梯，动静特别大。

市民王女士表示：“其实我们

也理解很多家长上班没时间接送，

‘小餐桌’确实帮他们解决了问题，

但在小区里也不是个事，不仅扰

民，孩子们也不安全啊。”

“小餐桌”扰民并非个别现象

事实上，“小餐桌”扰民是个

老话题了。这些建在居民区里

的“小餐桌”，除了孩子们吵闹扰

民 之 外 ，安 全 问 题 也 很 令 人 担

心。但“小餐桌”的存在，确实解

决了很多工薪族家长的现实问

题。市民王芳说，她的儿子就上

“小餐桌”，因为没有老人帮忙

看，她平时工作又忙，学校没有

食堂，孩子的午饭只能靠“小餐

桌”解决。

为了解决工薪家庭学生中午

吃饭和放学后没人接的问题，目

前石家庄的很多小学都开设了托

管班。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孩

子中午和放学后要去“小餐桌”。

市民刘亚楠认为，存在是因为有

需求，虽然学校有托管班，但自己

和爱人工作都比较忙，未必都能及

时赶到学校。学校的托管班最晚

到 17 时 30 分，那时自己经常还没

下班呢。“小餐桌”时间比较灵活，

晚上六七点钟再去接孩子也没问

题。

家长任晓薇说，她的女儿也

上“小餐桌”，主要是那里中午能

有床让孩子躺一会儿。另外，她

担心中午没人管的话孩子们会在

教室里玩游戏，还有就是“小餐

桌”做饭花样多，孩子更喜欢吃。

托管班替代不了“小餐桌”

“要想彻底解决生活区里‘小

餐桌’扰民的问题，还得相关部门

把孩子吃饭和托管的问题真正解

决。”社会学者张亚平认为，目前石

家庄的很多学校都已经有了中午

和下午放学后的托管，但碍于场地

狭小和老师人手少等诸多问题，这

些学校的托管班仍有待完善。什

么时候学校有了让孩子们喜欢的

餐厅和饭菜，有足够的人手管得过

来这些孩子们，孩子们饭后或写完

作业后能在操场上跑一跑，家长们

也就会愿意让孩子上学校的托管

班了，“小餐桌”自然也就没了市

场，附近生活区的居民们也就不会

担心被打扰了。

关键是完善托管班的功能

本报记者 卢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