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提示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
全市中小学生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息， 又开始了新

的校园生活。

2

月

10

日是我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第

一天，安静的校园又热闹起来，学生开学后的购物再次

引爆了校园消费市场。“开学经济”的悄然升温让不少

商家乐开了怀，但也让不少人大伤脑筋。

开学首日，学生的校内外生活发生哪些变化？教育

部门及相关部门对此如何关注？ 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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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火了

开学当天上午，记者在新
区鹤翔小学附近的文具店看
到，很多学生正在商店里挑选
笔、橡皮、削笔刀、文具盒等文
具。另外，不少文具店都把漂
亮的包书纸摆在店门口，多种
多样的图案包书纸吸引了不
少学生驻足。“这些塑料书皮
一般

1

元一张，也有
5

角一张
的，因为新学期发的新书不
少，每个学生一买就是七八
张。”某文具店老板说。

鹤翔小学附近某文具店
老板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学第
一天，他的店面生意相当不
错。“刚刚过完年，大部分学生
都有些压岁钱，学生不买吃的
就会多买些文具。”该老板告
诉记者。

陪孙子来挑选文具的市
民张先生说：“以前新学期孩
子只要铅笔和橡皮，书用牛皮
纸包一下就可以了，而如今文
具多样了，孩子们买文具既要
好看还要好玩。”

黄山路一家文具店的老
板告诉记者，印有“维尼熊”、
“米老鼠”、“史努比”等卡通图
案的文具受到学生们的青睐，
销售也特别好。

教辅书俏了

新学期到来，教辅书也很
俏销。记者在黄山路某书店看
到，教辅类书籍摆在书店最显
眼的位置，狭窄的过道上也堆
满了各类教辅书籍。《同步拓
展阅读》、《课课达标》、《奥数
培优》等针对不同年级的各类
教辅书也让前来购买的学生
和家长挑花了眼。
“每次新学期开学都要带

孩子来书店看一看，我平常工
作忙，没时间辅导孩子功课，
给孩子多买些参考书，对他学
习有帮助。”一位帮孩子买教
辅书的家长说，“今天我们来
之前还专门列了书名清单，到
店后还是挑花了眼，现在的辅
导书太多了。”
“最近教辅书卖得非常理

想，热门畅销书一天就能卖出
几十本，今年教辅书的销售情
况比往年好得多。”书店店主
说，“小学教辅类书卖得比较
多的是教材全解系列，‘全程
学习法’、‘三点一测’等教辅
书非常受中学生欢迎，有些书
比较抢手，有时供不应求。”

据介绍，现在学生和家长
对购买教辅书比较理性，并没
有出现盲目购买的现象，学生
和家长一般会根据教材有的
放矢地买书。

培训班热了

记者在部分中小学门口
还看到了很多培训机构在发
放广告宣传单，更有培训机构
摆出桌椅及遮阳伞，有专人为
家长介绍培训课程。

2

月
10

日上午，学生放学
后，记者在鹤翔小学门口看到
很多家长手持培训班海报。不
少家长也在询问奥数、古筝、
美术、书法等各类辅导班的课
程安排情况。当记者问到招生
情况时，一位培训班的宣传人
员告诉记者：“已经有不少家
长在询问课程和价钱的情况，
特别是六年级的学生家长咨
询得比较多，由于‘小升初’的
临近，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
抓紧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来提
高成绩，我们也是抓住这个商
机来满足家长学生的需要而
已。”

眼镜、数码产品旺了

中小学生开学后，眼镜、
数码产品也成了热销的商品
之一。据华夏南路一家眼镜专
卖店介绍，开学后，配眼镜的
学生比较多，有家长陪同来
的，有与同学结伴来的，大部
分选择的眼镜价位在

300

元
以下。

在兴鹤大街一家眼镜店
内，一位陪同孩子买眼镜的家
长告诉记者，这已是他第二次
陪孩子买眼镜了，年前刚给孩
子配了一副眼镜，但由于孩子
戴着感觉不舒服，所以他又花
费

600

元为孩子重新挑选了
一副。

店老板对记者说，一般来
讲，学生配镜主要集中在每学
期的开学之初。近期到店内配
眼镜的学生越来越多，眼镜的
销量不断上升，有些品种的销
量甚至增长了好几倍。

受“开学经济”影响，近期
学生族消费也刺激了数码产
品市场。记者在淮河路一家数
码专卖店看到，欲买数码产品
的学生明显增加了许多。一位
已选购多功能电子词典的家
长说：“孩子已经上初三了，给
她买一个电子词典，帮助她更
好地学习英语！”

记者从店内销售人员处
了解到，目前数码产品已进入
销售旺季，许多家长为孩子选
购数码产品作为开学礼物，并
且许多学生家长都是在网上
挑选好产品后，直接到数码店
拿货。

网吧顾客少了

寒假期间，网吧的生意异
常红火。

2

月
8

日下午，淇滨菜
市场附近的一个网吧内座无
虚席，记者走进一看，近六成
人是中小学生。儿子在鹤翔小
学读五年级的张女士告诉记
者：“期末考试前我和儿子约
好了，只要他考试能拿高分，
我就允许他假期可以自由上
网，自己安排假期。孩子也学
了半年，放假上网轻松一下也
是可以的。”

2

月
10

日，记者再次走访
了这些网吧。与春节期间的爆
满大不相同，几乎每个网吧都
有空位。在大伾路上的一家网
吧内，记者听到服务员说：“学
生现在一开学，我们网吧的生
意的确受到一定的影响。”

家住鹤翔西区的苗女士
告诉记者，寒假期间，她的儿
子总是和一些同学偷偷跑到
网吧打游戏，过了春节她上班
时学校还未开学，有时无暇看
管儿子，但现在开学了，孩子
也没有时间去上网了。

兰苑中学的曹磊说：“寒
假期间无聊才去网吧的，现在
开学了，学校作业很多，没有
时间上网，并且如果开学后再
经常上网，学习就落下了。”

家长忧了

学生开学最忙的还是家
长，孩子们只管享受新文具和
新数码产品带来的欢喜，家长
却在旁边付钱。

2

月
10

日，在淮河路的一
家文具店里，记者看到柜台前
有一个男同学正在认真地挑
选学习用品。该同学的妈妈岳
女士对记者说：“孩子现在也
知道用品好坏了，买文具盒一
定要名牌的。”岳女士说每次
新学期开始，她都要花几百元
为儿子选购新文具。

面对学生用品的日渐高
档化、时尚化，不少家长感到
了压力和担忧。市民周先生介
绍，前两天去超市，他儿子看
中了一个百元的维尼熊书包
和一个

10

元的卡通塑料文具
盒。由于孩子看中了，并且一
直向他索要，整得周先生在超
市很没面子。最终，周先生还
是依孩子的意愿买下了。

家住
3

号院的刘女士说：
“每到新学期，孩子都想买新
东西。像

MP3

或学习机类的用
品都比较贵，但孩子一直都在
攀比其他的同学。”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带孩
子购买文具的家长都抱怨，大
多孩子存在攀比心理，买文具
总是挑贵的，挑名牌，以免自
己丢面子，经常拿同班的同学
做对比要东西。

交警忙了

2

月
10

日，我市中小学校
开学第一天，度过了一个愉快
寒假的学生们，高高兴兴地返
回了校园。在新区中小学校路
段及附近，交通繁忙而有序。
市交巡警三大队加派警力维
护交通，致力为学生上学开辟
“绿色通道”。

在淇滨中学、淇滨小学、
兰苑中学、桃源小学等处送学
生上学的家长及接送车辆。使
得校园门口及附近路段的交
通尤为繁忙。特别在新区的一
些繁华路段，车水马龙，交通
流量明显增加。

据路面执勤交警反映，大
约在早晨

7

时左右，已有学生
陆陆续续到校，路面的交通流
量比平时增加了几倍。为了及
时维护交通秩序，城区交警早
上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各学校
门口及附近路段指挥、疏导交
通，确保开学期间学生的交通
安全。

据悉，开学前，市交巡警
支队召开了各大队、各科室工
作会议，制订了维护学校附近
道路交通方案，把开学期间的
交通维护定为交通管制的严
管时期，加派警力，重点维护
学生上学的交通秩序。

安全哨响了

2

月
10

日开学伊始，为进
一步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师生
的安全意识，淇滨区冷泉小学
结合新学期的入学教育组织
开展了一场地震应急疏散演
练。

警哨吹响，全体师生紧急
避险后立即疏散，全校学生在
老师的指挥带领下，沿着疏散
通道安全有序地撤离到指定
地点，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

1

分钟。冷泉小学存在学生人数
多、占地面积小、疏散通道少
等矛盾。据此，学校多年来一
直秉承着“安全第一”的理念，
坚持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
疏散演练，坚持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防震减灾科普活动。同
时，还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交通
安全教育。

借读费没了

2

月
11

日记者从市物价
部门了解到，自今年春季学期
开始我市全面取消义务教育
阶段借读费。

据记者了解，学生在义务
教育阶段就读哪所学校，应由
教育部门按照其家庭住址就
近分配，义务教育阶段不存在
择校生。因父母工作调动等原
因而不能按家庭实际住址分
配到学校上学的学生可申请
借读，借读费便是针对借读生
设立的收费项目。按市物价部
门规定，以前义务教育阶段的
借读费按学期交纳，小学每生
每学期

130

元，初中每生每学
期

300

元，但自今年春季学期
起，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取消借
读费，目前关于停止收取借读
费的文件已转发至教育部门。

今年春季开学，城市义务
教育中小学仍然实行免收杂
费的政策。根据“一费制”的规
定，免收杂费后每位学生可节
省

100

元到
160

元。
近日，市教育局已经公布

了春季开学的收费标准，家长
如发现有学校超标准收费，可
向教育部门举报，也可以直接
拨打电话

12358

向物价部门
举报。

（线索提供：杨自起）

又到开学报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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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鹤翔小学开学第一天学生走进校园。

图
:

学生在文具店选购文具。

图 ：网吧已无中小学生的踪影。

图 ：学生在数码店选购英语学习机。

图 ：学生在书店挑选教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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