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 日，广州市荔湾区协和幼儿园（即西村幼儿园）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上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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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呈现出不断

上升的趋势， 状况令人担忧！ 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报道“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率已经达

到 5 0 % ～6 0 % ， 人数近 2 亿， 居世界第一”！

消息一经播出， 立即引发了全社会对青少年

视力问题的广泛关注。

许多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眼睛的保护，

“护眼灯”市场日益火暴，结果却是孩子近视率

不降反升。 究其原因竟然是护眼灯不但没有起

到保护视力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损害眼睛健康

及人体多种疾病的罪魁祸首。

台灯频闪易引发青少年近视！

传统台灯普遍采用 220 伏、50 赫兹的交流

电源， 不可避免地产生每秒 100 次的明暗闪

烁，称为频闪。 频闪虽然不易被肉眼察觉，却是

客观存在的，只要打开手机照相功能就能立即

看到频闪产生的格栅状条纹。

只要有频闪，就会对人眼睛的角膜和虹膜

造成伤害，引起视疲劳和视力下降。 人眼的成

像是通过睫状肌收缩和扩张调节晶状体的厚

度完成物体在眼睛内的对焦行为。 当我们处于

有频闪、有眩光的台灯下时，眼睛的括约肌就

会不停地调整以适应这种一明一暗的环境变

化，时间一长睫状肌就会麻痹从而使晶状体膨

胀，眼球纵深加大，最终就转化为近视了。

电磁辐射威胁青少年身体健康！

市场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将电源交流频

率提高到每秒上万赫兹，不但无法从根本上消

除频闪问题， 反而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电磁辐

射， 辐射量相当于几十部正在通话的手机，对

正处于发育期的中小学生， 这种危害尤其严

重。 电磁辐射的伤害非常隐形，不仅人体五官

无法察觉， 在日常生活中也最容易被人忽视。

虽然台灯问题这么多，但能正确认知并能注意

规避的家长是少之又少。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 1998 年就列出了电磁

辐射对人体的五大影响，如电磁辐射危害人体

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 对于青少

年而言，电磁辐射直接影响骨骼发育，可导致

视力下降、视网膜脱落、肝脏造血功能下降等。

新光源、新技术，解决台灯老问题

2011 年 3 月 10 日， 由北京大学人居环境

中心和宜生科技共同研制的宜生无闪舒视灯

在深圳成功下线，标志着中国首款绿色健康台

灯开始走入普通家庭。

这款台灯采用 LED低压直流发光技术，从

发光技术和原理上彻底消除了传统光源因为

频闪、辐射、紫外线问题带来的各种危害，即便

长时间在灯下学习也不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

等视疲劳现象。 宜生无闪舒视灯的设计和研发

还采用了多项专利技术和人性化设计。 先进的

“智慧窗” 智能光感系统可随时根据室内外光

照环境调整灯光亮度，始终保持眼睛最舒服的

照明环境。 120颗高品质发光芯片，360度环形

矩阵式排列，领先的柔光、导光技术，创造出更

加柔和、均匀、宽广的照明视野。

提示：希望对自家台灯的频闪、辐射进行

免费检测或想进一步了解宜生舒视灯的读者

可以拨打下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0 3 9 2 - 3 3 3 8 6 3 3

一幼儿园“建议”学童一次购买 2 7 件校服

事发广州，由春装到冬装一网打尽，需花千余元

幼儿园成教育乱收费投诉“重灾区”

心提示

核

校服明细

夏季针织上衣 4 件

夏季梭织短裤 4 件

春季梭织中袖 3 件

春季梭织八分裤 3 件

春秋季风衣 2 件

秋季梭织长衬 3 件

秋季梭织长裤 3 件

秋季梭织马甲 1 件

冬季棉服 2 件

罩衣 2 件

书包 1 个

又是一年开学

时，在“广州妈妈网”

上一则《西村幼儿园，

入学需一次购买校服

2 8 件（记者注：实为 2 7

件）1 0 6 5 元》的帖子引

起网民关注。 网帖以

该幼儿园家长的名义

称： 明明是不合理收

费却强制征收， 怒斥

幼儿园收费潜规则。

学校是否违背自

愿原则额外收费？ 为

每位幼儿购置 2 0 多

件校服是否必要？ 这

是否符合幼儿园收费

的名目和标准？ 对于

群众意见集中的幼儿

园收费问题， 有关主

管部门该如何监管？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

查。

买校服竟要花费千元

9 月初各级各类学校陆续开学， 一些教

育乱收费现象又开始浮出水面。一则《西村幼

儿园，入学需一次购买校服 28 件 1065 元》网

帖称：广州市荔湾区协和幼儿园（即西村幼儿

园）在发给家长们的《新生校服明细和操作提

示》 中明确写道，“请家长整合您孩子日常穿

着衣服的尺码， 于家长会当天在班主任处领

取校服订购回条，并于新生家长会后交回。 ”

同时网帖还详细记录了校服的数量和价

格，小小班 1065元，小、中、大班 1005元。

发帖人称： 孩子马上就要去协和幼儿园

上学了，这可是盼了好久的事情，但是召开家

长会时， 令我震惊的是当天需要订购校服及

缴费，每人多达 28 件（含 1 个书包）1065 元！

这等于就是强制性收费， 不交孩子就上不了

学了！

另一位跟帖者说， 入园前有的家长就花

了好几万元，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入学了，可是

发现还要交一大堆钱，校服、被褥、文具，样样

都是钱， 是一家幼儿园的霸王收费还是大多

数幼儿园都是这样？

校方辩称

购买 27 件校服只是“建议”

该幼儿园园长周志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此事作出四点回应：第一，确实存在学生入

学订购 27 件校服和 1 个书包的事，但是校方

只是“建议”购买，并非强制性要求。“家长们

如果不想买校服也是可以的， 也允许孩子们

不穿校服来上课。 ”该幼儿园 500名左右的学

生中绝大部分都“自愿”订购了校服。

第二， 幼儿园订购校服是出于构建校园

文化和学生保健的角度考虑。 学生统一着装

能防止攀比，凸显幼儿园的总体形象，增强幼

儿园的团队精神， 学校统一订购能保证衣服

的质优价廉。

第三，27 件校服的数量是必要的。 27 件

校服是孩子一年中要穿的， 并不是以后每年

都要买。 幼儿园每天都要安排两个小时的户

外活动，孩子们出汗很多，夏天他们穿一套来

上学，备一套待出汗之后换，另外两套则第二

天使用， 所以 4 套夏天的校服能正好满足孩

子的保健需求， 秋天和冬天的服装也是根据

季节特点而设计。

第四，学校没有通过让学生购买校服“创

收”。 周志芬说，目前在没有幼儿园园服规定

出台的情况下， 园里已经参照了中小学校服

的管理和实施规定进行操作， 由符合政府校

服招标要求的定点公司制作并销售， 学生交

的钱都是给到厂家，学校不留一分钱。

教育部门 收取校服费属于违规

根据广州市物价局、 教育局等部门对广州市

幼儿园收费管理的规定， 广州市各类幼儿园必须

取得物价局核发的《广东省收费许可证》，按规定

的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

广州市教育局纪委、 监察室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对公办幼儿园核准的收费项目里，校服费并不

在其列，幼儿园向学生收取校服费是违规的。虽然

这项收费校方称是自愿收取，但从《新生校服明细

和操作提示》书面文字上看，并没有明确注明“自

愿”。 之所以没有幼儿园校服的相关规定，是因为

幼儿统一校服没有太大必要。

记者在这家幼儿园看到， 虽然校方要求学生

购买了如此多的校服， 但实际上幼儿园的孩子并

未统一着校服上学。 有网友质疑：校服是都买了，

但穿不穿校服上课随你便，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

就是所谓的构建校园文化吗？

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李伟成也认为， 即使幼

儿园未提出强制性购买校服的要求， 但家长觉得

自己的小孩如果不买的话， 穿自己的衣服会觉得

另类，会受到歧视。 所以只要幼儿园提出，家长一

般都会购买。所以强制与不强制，关键是看园方是

否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提出就是变相对家长的

强制要求，这是不对的。

李伟成说，公立幼儿园不应提倡太多校服，国

外幼儿园基本没有统一的校服。如果有什么节日，

可以全年预备夏天、冬天各一套。但从幼儿健康成

长的角度看，不需要那么多校服，关键是要让孩子

们穿得舒服得体。

对于该幼儿园是否存在借要求学生购买校服

“创收”的情况，相关部门已经在调查之中。

记者调查 名目繁多的幼儿园收费何时休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开学之初，关于幼儿

园乱收费的投诉相当集中。 除了保教费、伙食费、

体检费、借读费、假期留园费是物价、教育等部门

允许的收费项目外， 校服费、IC 卡费、 入园购置

费、入园押金、保安费、生日费等各种违规收费项

目层出不穷。

根据《广州市幼儿教育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民办幼儿园可自行制定收费标准， 但应报物价管

理部门及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其他各类幼儿园实

行收费许可证制度，按级收费，不得擅立收费项目

和提高收费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民办幼儿园“天价”收费日渐

普遍，很多并未在有关部门备案，由于备案的非强

制性，给监管带来难度。而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

由于是 2000 年制定的， 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很

多公办幼儿园认为 10 年前制定的收费标准偏低，

因而巧立名目增加“服务性收费”提高收费标准。

李伟成说，就目前来看，物价部门和教育部门

的监管比较粗放，具体的事情难以做到，主要还是

要靠幼儿园自律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最好是建立

家长委员会，由园方和家长共同协商，家长委员会

来对收费把关。

专家认为，公办幼儿园要以公共利益为核心，

私立幼儿园也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了社会效

益，毕竟教育是公益事业。

（据新华社广州 9月 4日电）

家长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