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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幼儿园真就那么“清白”？
近些年，幼儿园收费高现象是不少年轻家长心头的“一把刀”，徒呼奈何，却也通常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其实，乱收

费很大程度上是由幼教资源匮乏造成的，幼儿园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但有关部门在对其监管的“义务”却不能丢。

潍坊市民王先生向本报反映，孩子
所在的幼儿园从上个月起，开始收取每
月 30 元的体能费，对于“体能费”，王
先生提出了质疑。而记者调查了解到，

王先生孩子所在的幼儿园并没有在教育
部门经过注册，是一所非法幼儿园。(据
齐鲁晚报 10 月 19 日报道)

近些年，幼儿园收费高现象是不少
年轻家长心头的“一把刀”，徒呼奈
何。无奈，幼儿园收费本来就不似学校
那般正规，尤其是一些民办幼儿园，本
身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靠乱收费“创收”

的利益冲动。而偏偏相关管理部门对这
些民办幼儿园的各项收费，又没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通常只是由各幼儿园根据
自己办园成本来确定，然后再向相关部
门审批，这一系列的客观条件上，也为
幼儿园云里雾里的乱收费留下了可操作
空间。

然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想
到将来孩子还得在这个幼儿园里“混”

下去，面对乱收费现象，多数家长选择
了妥协，为了不得罪园方，只能是敢怒
而不敢言。而像报道中提到的王先生这

样“勇敢”的父亲，会因为 30 元钱对幼
儿园“体能费”提出质疑，这样的家长
恐怕是凤毛麟角。心酸的是，也正因为
多数幼儿家长或无奈、或无知的纵容，

才会让部分幼儿园越来越猖狂，乱收费
现象愈演愈烈。

报道中表明，在记者的调查下，发
现这家乱收费的上幼儿园乃是没上“户
口”的非法幼儿园，看到这里笔者心中
却没有完全释然的轻松：喜的是一家
“黑幼儿园”最终被发现，已收“体能
费”或许可以悉数还于家长；忧的更
多，这样一家存在于中心市区的幼儿园
竟是“黑户口”，如果不是因为这次
“意外”，那它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被发
现？况且，如今已然发现，教育部门又
为何没有明确答复，却单单只是将幼儿
园门口的牌子摘走，这样的处理措施是
否显得太轻了些？再往深一步考虑，难
道乱收费现象真的只存在于黑幼儿园当
中么，所谓的正规幼儿园真的就那么
“清白”？

幼儿园乱收费的“毒瘤”真的无药
可治了么？其实，在笔者看来，无论是

所谓的正规幼儿园也好、黑幼儿园也
罢，乱收费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幼教
资源匮乏造成的。优质幼儿园资源稀
缺，家长又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较好
的学前教育，“僧多粥少”的情况下，

幼儿园必然会霸占幼儿教育的绝对话语
权。家长们也只得忍气吞声，屈服于这
种不对等的“供需关系”，哪怕幼儿园
稍微张张嘴，即使一百个不情愿，家长
们也得规规矩矩地把钱奉上，最终结果
演变成家长一边骂收费高，一边竞相掏
钱。

幼儿教育成本过高，要扭转这个局
面，首先就必须终结幼儿教育过度依赖
市场的局面。即便是幼儿园未纳入义务
教育范畴，有关部门在对其监管的“义
务”也不能丢，不能让幼儿园教育成为
“被遗忘的角落”，对乱收费现象“睁
只眼闭只眼”。在此基础上，教育和物
价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将幼教收费控
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从长远来
看，则需要加快学前教育普及化和义务
教育均衡化步伐，这才是遏止乱收费、

减轻家长负担的治本之策。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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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本地媒体报道了，记者从卫
生部门获悉，山东省医师多点执业试点
工作已经开始，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
试点城市潍坊和公立医院改革省级联系
试点城市东营均参加试点工作，这也意
味着潍坊市部分医师经相关卫生行政部
门注册后，可以在 2 — 3 个医疗机构从
事执业活动，但医师多点执业不包括医
师外出会诊。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郝长城认为，山东省医师多点执业试点
工作启动后，基层医疗机构和广大患者
将成为直接受益者。

政策出台以后，不少市民拍手叫
好，因为以后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名医会
诊了。说到看病难，恐怕一般老百姓都
有所体会，这也是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
一个社会问题了。人吃五谷，哪能没
病，生活中得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
看病也变成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和谐可言了。

造成看病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衡，特别是基层和偏远地区，医疗资
源尤其缺乏。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碰

到过这样的场景，如果生病了，先在当
地进行治疗，如果没有效果，就去市里
的医院治疗，还没有效果，则去省城的
医院治疗，再没有好转，最后去北京上
海的大医院治疗。如果北京上海的大医
院也治不了，基本上就宣布病人没救
了。

从上述场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大城市和发达城市集中的医疗资源，要
远远超过小城市和贫困地区。患者为了
治好病，都往大城市跑，使得一些大城
市有名的医院人满为患，小城市一般的
医院却门庭冷落。时间一长，也就形成
了恶性循环，有的医院有看不完的病
人，导致各项费用也越来越高；有的医
院却生意冷清，甚至难以为继。

要想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合理分配
医疗资源是方法之一。我国人口众多，

人均医疗资源占有率低，实施医生多点
执业制度，让医术好、品德高的医生流
动起来，到基层去，到边区去，到需要
他们的地方去，让更多需要救治的人能
够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让一些年轻的
医生加强流动，也是增加实践经验，提
高医术的良好途径，是一种非常好的锻
炼。

看病难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也并不
是说没有办法解决，只要相关部门积极
行动起来，制定出诸如医生多点执业制
度这类合理的措施，相信最终一定可以
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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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多点执业，不错的尝试

征稿

@鲁晋：著名的潍坊城隍庙的肉火烧

真火啊。排着长长的队伍，衣着光鲜的人们

在 25 瓦灰暗的灯泡下啃着满是汁水的肉

火烧，那叫一个香啊。

@巧布点儿：下雨了，来潍坊的第一场

雨。很喜欢下雨的感觉，这种感觉令人忧

伤、惆怅。会让人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亲

人和朋友。这些年，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里

生活、奔波着。为了生活和坚守的梦想而忙

碌奋斗着。

@感光胶片：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截至今天，我已经去过了潍坊的所有县市

区，它们分别是寿光市、高密市、昌邑市、诸

城市、安丘市、青州市、昌乐县、临朐县、奎

文区、潍城区、寒亭区、坊子区、滨海区、高

新区、峡山区、经济区。

@小轩很疲惫呀：我这赶火车呢，遇上

潍坊史无前例的大堵车，堵死了！六点半的

火车啊，现在还在新华路上堵着呢。

@Cc 成小龙：郭德纲老师要离开潍坊

了，舍不得你，也没亲口道上一句辛苦，挺

遗憾。反复看那天的演出视频，越看越有激

情，谢谢你的卖力演出。

@念兹在兹 love：想找找潍坊地界上

适合一个人去的酒吧，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很无聊，莫大的潍坊，好像自己很空虚。

@不元一：下午奔着距潍坊 60 公里的

临朐的老龙湾去了，还不错，由地下泉水汇

涌而成，满山的灌木挺漂亮。

@happy 风_雨：潍坊某个超市卖的卫

生纸，有种油烟味，并且网上已经爆出有质

量问题了，为什么你们还继续卖？

@大柳：坐客车来潍坊，一路上都不下

雨，结果到地方却开始下了，不舍得打车，

果断淋雨挤公交回家，祝福我吧。

@一个医生的那些事：在潍坊泰华环

球影城看了一场 3D 电影：《绿灯侠》，第一

次接触，感觉不错，就是价格有些贵，七十

一张票。

@糊糊：据说潍坊的白浪绿洲湿地公

园不错，过来踏上一脚，坐着电瓶车浏览一

小时多还没看全，可见底牌不小，只是打造

得一般般。

@你是我的 UFO：当郭德纲在夜里 11:

30 一个人在台前，身穿长袍，面对几千潍

坊父老的申请作揖的的时候，我仿佛穿越

了，穿越到清末民初艺人辈出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