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柳州：

少年宫为农村孩子打开梦想之门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李 珊

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且资源匮乏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农村地区，下水摸
鱼捉虾、上树掏鸟蛋、捉迷藏、抛石子⋯⋯
是多年来乡村少年在课余时间最好的娱
乐方式，但自从 2011 年开始，他们在课余
时间有了新的“玩法”。

2011 年以来，柳州市在全市大力开
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建设，将少数民族习俗、科普制
作、交通安全等多个项目引入乡村学校少
年宫，丰富乡村少年的课内课外时间，同
时也让乡村少年逐步享受到城镇均等的
发展红利。

在大坡乡岗伟村小学乡村学校少年
宫，科技特色班是建设的主要亮点。一年
级的科乐思积木拼装班，二年级的电子积
木班，三四年级的丝网花班，五年级的浮
与沉实验班，六年级的民族蜡染班，班班
有特色，班班皆精彩。此外，该校每年暑
假期间都会举办留守儿童科普夏令营活
动，内容涉及光、电、磁、力等多个学科，集
知识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这所学
校每年都派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并取得了
优异成绩。2014 年 11 月，学校获区级科
技选拔赛团体第二名，2015 年 11 月，学
校获区级科技比赛建筑模型组一等奖
2名。

大良镇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于
2012 年成立了象棋社团，要求学生做到

“学下一手棋，每天一局棋，每期参加一
次比赛”。为此学校给每两位学生发放一
副象棋，每周开设一节象棋课程，安排
了特长老师作为辅导教师，同时邀请民
间艺人对学生进行棋艺指导。2015 年他
们参加融安县举行的小学生象棋比赛荣
获第一名。2016 年春季学期，他们还为
周边村小学送棋送教，象棋文化辐射辖
区内多个村小学，惠及 300 多名村校
学生。

融水县文明办未成年人股干事蒙卓
然表示，因为以前学校无法给学生提供课
外学习平台，放学后学生喜欢上山捉鸟、
下河游泳，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自从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成后，从图书室的借阅登
记表就能发现，孩子们非常爱读书，每个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图书室借阅量都很大，

有的学生甚至把一大半的书都读过了。
为实现城乡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享

受到与城市孩子同样的教育资源，柳州市
根据学生需要，为乡村学校少年宫配备了
遥控机器人、航模器材、赛车模型、天文望
远镜、木艺模型、音乐美术器材、体育器材
以及德育书籍等。各项目学校也结合实
际，开设各类兴趣项目，所有项目都在课
外时间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学生可根据
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参加。

长塘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创设
拼贴画开发与应用，车模、航模及机器人
训练项目以及各类声乐舞蹈训练项目，让
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做；鹿寨县龙田中
心小学在每个班级都设立兴趣班，让每个
班主任都兼职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积
极开展葫芦丝演奏、遥控四驱车等多样化
的兴趣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少年宫活动内
容；融安县雅瑶中心小学按班级开辟劳动
基地，开展种植养殖活动，让广大未成年
人体会劳动的快乐。

三江侗族自治县则通过创办融合民
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化乡村学校少年宫，打
造学玩并重的乡村“快乐大本营”。将民
族文化融入到乡村少年宫的建设当中，不
仅促进保护、传承了民族文化，同时还培
养了学生爱国爱家爱民族文化的道德
情操。

地处融水苗族自治县北部的杆洞乡
中心小学，结合了当地苗族文化资源，开
设芦笙、绣花等 13 个项目，让很多对民族
文化感到好奇的苗族孩子有了更多学习
和了解本民族文化的机会。

彩调，这一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地方剧种，被融安县雅瑶乡中心
小学纳入到少年宫的日常教育活动中。
2013 年，雅小彩调节目《雅小变化大》参
加融安县“曲艺进校园唱响中国梦彩调汇
报演出”获二等奖。2016 年，彩调小组又
带着精心排练的两个节目《十月花》和《校
园是我家》参加了 2015 年广西柳州融安
县“三区”人才受授项目成果展演，得到了

现场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据悉，柳州市目前已完成 37 所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其中，柳北区 3 所、柳南区 1 所、柳江
县 5 所、鹿寨县 4 所、柳城县 6 所、融水苗
族自治县 7 所、融安县 5 所、三江侗族自
治县 5所、柳东新区 1所。

据柳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刘正铭介绍，自 2011 年以来，柳州市
制定了《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辅导员工作职责》等系列文件，有针对性
地作出工作指导，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成效愈发明显，设置了涵盖文艺、科普、手
工、阅读等在内的内容丰富的中央项目，
乡村少年在家门口便可参与，有效解决了
农村教育场所不多、设施不全、分布不均、
师资不足等问题，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使之成为未成年人“以乐促智、以技促
能、以读养德”的成长摇篮，为乡村少年增
长见识、培养兴趣、激发潜能搭建了互动
与学习平台。

文化活动送下乡

长期以来，导游带团时因为没有“导
游专座”，途中休息只能坐在与驾驶员并
排的折叠座椅上。而该位置是车内安全
系数最低的一个位置，一旦发生交通事
故，受到致命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后排座位
高出六成左右。国家旅游局和交通运输
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导游专座
等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新进入道路运输市场的营运客车
不得在车厢内任何位置设置折叠座椅，在
用营运客车的折叠座椅不得再使用；“导
游专座”应设置在旅游客运车辆前乘客门
侧第一排乘客座椅靠通道侧位置。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车辆管理处
副处长孟秋介绍，目前全国道路运输客运
车辆达到 85 万辆，其中专门进行旅游包
车的有 12 万辆。一直以来，人们习惯将

旅游大巴车门口处的折叠座椅默认为“导
游专座”。但实际上，“导游专座”的安全
性和舒适性都存在很多问题。据不完全
统计，2010 年至 2015 年，共发生旅游交
通事故 3435 起，造成 19266 人伤亡，其中
751 人死亡，平均死亡率 3.9%。在涉及导
游和旅行社工作人员伤亡的 138 起事故
中，有 140名导游伤亡，其中 18人死亡，死
亡率达 12.9%，高出平均死亡率 3倍。

从国家层面设计制定规范措施和保
障导游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受到业界普遍
欢迎。而在旅游车内设置“导游专座”，也
是国际旅游行业通用规则。国家旅游局
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唐兵说，国家旅游局从
2015 年开始与交通运输部一起，多次听
取车辆生产运营企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旅行社、导游的意见，最终形成
了《通知》。记者注意到，《通知》下发后，
许多导游纷纷在网络、微信上留言点赞，
期盼这一政策能够尽早执行到位。

近几年，各地曾就设置“导游专座”作
过许多尝试。比如，厦门市从 2012 年开
始在 33 座以上的旅游大巴车上逐步设置

“导游员服务专席”；浙江省取消了过道上
的折叠导游座；北京市旅游委于 2014 年 8
月曾下发通知，明确要求“7 座以上旅游客
运车辆的副驾驶位置或折叠座椅位置，不
得设为导游员专座”等。

不过，各地因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实
施效果并不明显。首先，导游等旅游从业
人员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职业尊严
未受到应有的保障。其次，由于旅行社逐
利的需求，往往不考虑车辆座位等资源限
制，招收过多的团队人员，不考虑导游的
安全乘车需求。再次，导游人员在行业管
理、政策制定中缺少话语权，其“声音”往
往被忽视。

为了不让导游专座流于形式，《通知》
要求，各地旅游主管及交通运输部门应立
即督促旅行社及旅游客运企业开展自查

自纠，并加强对旅游客运车辆“导游专座”
设置及安全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未
落实通知要求的旅行社和旅游客运企业，
要限期整改；逾期未予整改的旅行社，旅
游客运企业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服务；逾期
未予整改的旅游客运企业，旅行社不得租
用其旅游客运车辆。同时，鼓励导游和广
大游客对不按规定设置导游专座等不安
全行为进行举报。

唐兵表示，随着强制措施的出台，将
会打破以往的利益关系，使“导游专座”设
置落到实处。孟秋也表示，虽然目前只是
从车辆上规范折叠座椅不再使用，但是公
安部正在修订相关法规，届时，乘坐折叠
座椅将会按超载进行处罚。

北京旅游协会副秘书长刘思敏认为，
“导游专座”从理想变为现实，这是一种良
性的互动，是一个社会、一个行业在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中不
断进步的表现，值得提倡和鼓励。

“导游专座”为导游撑起安全伞
本报记者 郑 彬

少年宫的老师给学生讲授吹侗笛要领。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7 月 20 日，中消协发布上
半年消费投诉情况统计，代步
车、教育培训、老年消费成为投
诉热点。

老年代步车频违规

老年代步车、残疾人代步
车是近年出现的投诉热点。

2014 年，安徽省的一位
残疾老人驾驶“温心”牌四轮

“助残代步车”发生交通事故
并死亡。鉴定结果指出，涉案
车辆属于“机动车”。根据我
国现行法规，企业生产销售机
动车，需事先获得国家“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的许可，否则即为违法
生产。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提醒消
费者，我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技
术条件》将汽车定义为“由动力
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
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规定：国
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
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而“代
步车”因未列入《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不能办理牌证，
不予注册登记。因此，“代步
车”不是汽车、不是残疾人专用
车，绝大部分属违规生产、违规
上路，危害极大，消费者应该理
性选择。

社会教育培训猫腻多

眼下正值暑假期间，很多家长都会送孩子参加各
种培训，平时各种儿童教育培训、成人英语培训也很火
热。但是，教育培训领域虚假宣传、缺乏质量保障等问
题严重。

“培训机构经常虚假宣传，夸大办学能力，开设‘包
过班’，宣传押题命中率 100%等，同时部分培训机构
没有培训资质，在工商部门以教育信息咨询公司名义
注册，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教育培训工作的资质。”中消
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特别是培训协议涉嫌“霸王条款”，
消费者一旦交费很难退还，如果培训机构收完款跑路
失踪，消费者维权困难。

今年 2 月起，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就陆续收到关
于博贝优品文化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投诉 105 宗，
投诉的内容主要是从事幼儿早教的 UP 博贝优品关门
倒闭，机构人员失联，老板跑路，不能正常履行合约。
在深圳市消委会和深圳市福田区消委会的介入下，博
贝公司股东之一的深圳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消
费者达成共识，提出了争取恢复上课、追究博贝公司的
退赔责任,将预付款等额转换成邦德教育课程培训费
等三个初步解决方案。

但这样的消费纠纷不是每次都能妥善解决，特别
是“黑”培训机构根本无法立案。因此，消费者在签订
预付式消费合同时一定要注意查验经营者有没有完成
工商注册，是否具有相关资质，这些信息在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上都能查到。

老年人消费陷阱多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2016 年 60 岁以上老人已
达 2.12 亿。然而，本该安享晚年的老年人却成为一些
不法商家“忽悠”、欺骗的对象，给他们的身心和生活造
成很大损失。

据介绍，目前老年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通过报纸、
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媒体购物被骗，参加健康讲座、义
诊等被“忽悠”，经不住诱惑贪小便宜上当等。

“2016 年元旦前后，我每天下午 5 点至 6 点听一个
小时健康专题讲座，讲座老师介绍说食饵具有健脾健
肾、通胃肠、保护心脑血管等作用。”收听这个专题讲座
一个月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 86 岁的杨先生动了
心，决定购买一个疗程服用。“我刚吃完两小盒就出现
胃胀严重，眼睛鼓痛的症状，停服后症状就消失了。”杨
先生因此认为这个保健品不适合自己食用，决定退货，
并打电话向内蒙古赤峰市消费者协会投诉。赤峰市消
费者协会调查认为，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有误导行为，导
致杨先生食用后身体出现不适症状，该生产厂家愿为
杨先生退回全部货款。

杨先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更多老年消费者上当
后，连投诉的对象都找不到。在此，中消协相关负责人
也提醒老年消费者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轻信打着
医院、专家名义的推销。

中消协上半年消费投诉情况显示

老年群体消费问题频发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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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下午 4 点，走进位于拉萨市
城关区蔡公堂乡的拉萨市儿童福利院，欢
快的笑声从操场上传来，孩子们正在愉快
地玩耍。

作为拉萨市集中收养孤儿的福利院，
平时，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都在外求学住
在学校，而一到节假日，他们就回到福利
院这个“家”，让这里热闹起来。

拉萨市儿童福利院实行“家庭式”管

理模式，将收养的 490 名孩子分为 16 个
家庭，并为每一个家庭配备一名“妈妈”，
24小时照看孩子们。

在一处三室两厅的家里，“妈妈”洛桑
卓玛正在忙碌着。在不大的客厅里，除了
摆放着电视机等家电，还摆放着各种装饰
品，让这个小家温暖了不少。家里不仅有
孩子们的卧室，还有洗衣房、餐厅等，里里
外外都被拾掇得十分干净整洁。除了洛

桑卓玛，还有 8 个孩子是这个家的主人，
他们是洛桑卓玛负责的 30 个孩子中的一
部分。

“有时候见我忙不过来，大一些的孩
子就会主动来帮忙。这些孩子都很懂事，
很乖巧。”洛桑卓玛说。而最让她感动的
是，一个在外地上高二的孩子贡觉卓玛寒
假回来，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一条围
裙给她做礼物。

说到动情处，洛桑卓玛的眼眶湿润
了。只有 7 岁的“女儿”次仁卓玛赶紧给

“妈妈”递上了纸巾。
虽然这些孩子成了孤儿，但是他们十

分活泼开朗，在福利院组成的家庭中，他
们学会了互相照应、互相关心，找到了更
多的“亲人”。前一天晚上，洛桑卓玛由于
照顾一个刚进福利院的婴儿睡得太晚，第
二天孩子们都没忍心吵醒她，大孩子还给
小弟弟妹妹们做了早餐。在福利院这个
家里，在“妈妈”们的教导下，孩子们像兄
弟姐妹一样相处着，相亲相爱。

拉萨市儿童福利院里不仅有孩子们

的“家”，还有图书馆、电脑室、操场、幼儿
园等，是一个既能满足孩子们成长又能让
孩子们体会到乐趣的地方。

在福利院的电脑室里，15 岁的桑姆
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平时她在拉
萨三中上学并住校，周末和节假日就回到
福利院来。

“我们在这里很幸福，上午写作业，下
午去图书馆看书、玩电脑或者打乒乓球。
妈妈们还会照顾我们的生活。这里和家
里一样温暖。”桑姆说。

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寒暑假也会回
到福利院这个家里来。在陕西咸阳上学
的扎西群培就是其中一名。他认为福利
院就是自己的家。在福利院里，他还帮着

“妈妈”们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尽做兄长
的职责。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对孤儿进行了
100%的集中收养，而拉萨市则走在了全
区的前列。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推进五保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
养工作的意见》和自治区民政厅相关通知
精神，拉萨市儿童福利院作为全区首家集
中收养试点单位，全面实现了孤儿 100%
的集中率。

“这里集中了原来拉萨民办福利院的
孩子们。不仅规范了集中收养，也让孩子
们在这里健康快乐地成长，感受到家的温
暖。”拉萨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康勇说。

这 里 就 像 家 一 样 温 暖
本报记者 代 玲

第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节日前启动。该活动旨在

为乡村送演出、送图书、送农业科技知识、送培训等。

据介绍，活动期间将举行 800 多项活动。图为活动启

动仪式上，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西顺村村民收到赠

送的图书。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福利院的孩子们

在共进午餐。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