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无法保障、抽奖游戏让人着迷、危险玩具容易伤人

学校门口隐患多 育人环境须优化

对于学校门口食品安全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
品流动科。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首
先，学校门口的文具店里不管卖零食
还是熟食都要有证件，商户的所有证
件一般都会挂在墙上比较醒目的位
置；其次，商户在进货的时候，要把
关，更要有相关记录。

“商户在经营的时候，没有相关证
件是不允许超范围经营的。我们也会
不定期地对校园附近的商户进行检
查，发现一起处罚一起。一旦接到家
长或者市民的投诉时，我们会及时赶
到学校门口对商户进行查处。”该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该工作人员提醒家长，平时要告
诉学生在学校门口购买零食时，一定
看好生产日期。如果孩子吃坏肚子，
一定要及时进行投诉。

随后，记者就校园周边环境的治
理，采访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学校门口周
边的环境，他们对出店经营、占道经
营和流动经营等，都会严格管理。

“一般都是延时、错时、无缝式的
办法进行管理，也会在校园周边不定
时地联合其他部门进行集中整治，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对于学校门口周边
环境，特别是关于到学生安全的现
象，我们也会及时与学校沟通，让学
校与周边的商户进行沟通，及时整
治。”该工作人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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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曾报道过，市区交通路一所小
学门口的文具店设有抽奖游戏，吸引不
少小学生参加。对于这一现象，记者近
日走访了市区其他学校发现，不少学校
门口的商店里都有抽奖游戏。

在市区井冈山路一小学门口，记者
发现一家文具店的架子上放着抽奖的东
西，和微信红包很像。一面是红色，上
面写着“给你发了一个红包，恭喜发
财，大吉大利！”的字样和一个繁体字
的“开”。背面是“恭喜发财，大吉大
利！领取红包”和微信红包的字样。

记者买了两个，撕开以后里面是
“假钱”，儿童钱币折纸。该文具店的老
板说：“有的红包里是现金，真钱。”这

种抽奖游戏和记者之前报道的一样。
随后，记者走访了其他学校门口，

发现不少学校门口同样存在这样的抽奖
游戏。

对此，很多家长表示，孩子自控能
力比较差，互相之间容易影响，只要班
里有一个玩的，其他的都会好奇地跟着
玩。有的还会拿吃饭的钱来抽奖，这不
仅不利于身体健康发展，还滋长了孩子
的赌博意识。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联合家长、
学校一起来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监
管，还孩子们绿色、纯净、健康的成长
空间，为孩子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家长李娜说。

校园周边零食安全无保障

每天一到放学时分，最热闹的当属
学校园周边那些五花八门的小吃摊，被
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不少学
校旁的文具店也做起了“副业”，烤
肠、小包装食品等，都很吸引学生。然
而，孩子们吃进嘴里的东西令人放心
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在市区人民路一小学门口，记者看
到，放学后许多学生都会去校门口的商
店里买零食吃。该校门口的商店也趁机
在门口，摆上了一张桌子以及香肠烘烤
机，飘香的烤肠及饮料不断诱惑着学生
上前购买。

家长秦女士告诉记者，有一次孩子
吃了学校附近的零食后，就开始拉肚
子。“孩子手里经常会有零花钱，校门
口的商店除了学习用品，还有很多乱七
八糟的小零食，孩子也不会看生产日
期，估计是吃着过期食品了。”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其他学校附近
的商店，发现这些商店内的零食也都是
五花八门。零食的包装五颜六色，有

“土豆片”“脆皮炸鸡”等，一般以香辣
口味居多，而且价格都很便宜，大多都
是5角钱一包。

在市区井冈山路一小学附近的商
店，中午气温近 30度，摆放在外面的
零食任由太阳暴晒。记者随手拿起一包
油炸的小零食，发现光是食品添加剂就
有不少，而孩子在买零食时大多都是被
包装吸引，根本不在意添加剂。

到了放学时间，记者看到，几名学
生一窝蜂地挤进了小商店，付完钱后就
撕开包装啃了起来。“这包太辣。”“辣
的才过瘾。”两名学生边吃边聊。

针对孩子放学在校门口买零食的现
象，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名接学生的家
长。大多家长表示对孩子购买小零食的
担忧和无奈。

“孩子们买的零食一般口味都偏
重，香辣的、油炸的，不仅没有营养，
卫生情况也堪忧。如果我接孩子放学就
会制止，但其他孩子买了，我们不买孩
子又会闹情绪，所以有时也只好买
了。”正在接孩子的林女士说。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学校门口售
卖的玩具也是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些玩
具手铐、飞镖、小刀等，虽然是塑料制
品，但造型很逼真，扎在手上也有较强
的疼痛感，还是容易伤害到孩子。

“上次我儿子就被同学玩的飞镖扎
在脸上了，虽然飞镖是塑料做的，但还
是把孩子脸上蹭掉了一点皮，咱这做家
长的看了也很心疼啊。”市民刘女士说。

在市区五一路一小学门口，文具店
门外的架子上放着不少玩具。这些玩具
中，大多都是模仿热门的动画片或者游
戏制作的，玩具的包装上只要印上当红
的动画片或者游戏图样，都会变成畅销
款。放学后记者看到，不少学生涌过来
买玩具。

记者正在采访时，一名学生过来买
了一副塑料手铐，待店主帮他打开后，
就高兴地跑开了。“来，我的新武器，
给咱俩扣一块。”说着就把手铐扣在同
伴的手上，两个孩子一人手上戴一只手
铐，边嬉戏、边打闹。

“你看，这俩孩子这样扣一起能安
全吗？一个孩子摔倒，另一个也得跟着
绊倒，而且躲车也不方便。”正在等孩
子的一位家长说道。

随后，记者走访其他学校门口时，
发现不少的文具店内都有较危险的玩
具。家长徐先生说：“校门口文具店里
卖的玩具很多质量不好，老师经常教育
孩子不要在门口买玩具，我家孩子还是
比较听话的。”

对于家长们来说，孩子们到了学校门口，就进入了安全地带。殊不知，学校门口，其实也“危机
四伏”。“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连续走访市区多所学校及其周边环境，发现被众人视为安全地带的
校门口附近，存在着诸多隐患，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门口商店抽奖迷住学生

危险玩具容易伤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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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回应】
开展不定期检查
发现问题立即查处

一学校门口商店的抽奖游戏。一学校门口商店的零食堆在一起。

放学后，不少学生聚在校门口的商店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