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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日，本报以《没有新教
材 家长全城借》为题，报道了滕州
中小学生全城借书，愁坏了家长。
借到书的家长终于松了一口气，而
实在借不到书的家长只能想其他
办法，有的家长干脆拿来其他人借
的书去复印，忙得不可开交。22
日，针对此情况，滕州市教育局与
新华书店协调，紧急调度，部分教
材已经到位，没有到位的教科书教
研室将提供电子教材。

22日下午，记者从滕州市教育
局获悉，因滕州各中小学学生和家
长面临着借书忙的现状，同时，根
据学期时间安排，教科书“缺岗”事

宜，教育局与新华书店协调，部分
教科书已经到位。“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调整进度是有必要的，我们第
一时间协调新华书店，部分教材已
经到位，近期将下发至各个学校。”
滕州教委朱主任说。他还补充说，
到位的教材包括小学语文：三年
级、五年级、六年级；小学数学：一
到五年级；小学英语：三年级；小学
品德：一到六年级。

记者了解到，面对部分教材仍
然没有到位的现状，滕州市教育局
教研室将提供电子教材，各学校下
载后统一复印免费发放给学生。

“滕州教协研究网各学科主页可以

下载电子教材，下载后各学校统一
复印，不得收取学生任何费用，小
学科学等循环使用教材由各学校
统一调配使用。”滕州市教育局工
作人员专门强调，他们已经下发通
知给各个学校，明确强调不得强行
要求学生借书，并要求各学校尽快
落实教材的发放。

滕州市教学研究室提醒，各个
学校可主动与滕州市新华书店教
材科联系，新华书店地址：善国北
路与红荷大道交界处南 200米路
西。电话：5529157。

（记者 姚付林）

滕州市教育局调配教材将下发学校

家长借书忙 新书来解忧

“快来看啊，难得一见的野
生超级大乌龟，重 20 斤，只要
1500元！”23日上午，有市民称
在市中区解放南路与清泉中路
交界处，有一中年男子当街吆喝
着叫卖大乌龟，引得路人纷纷驻
足观望。

接到电话后，记者来到现
场，看到卖龟的是一名中年男
子，一看到有人围观，他便很卖
力地推销起来。这只乌龟体形硕
大，头部粗大，尾巴尖而长，背部
整齐地排列着山峰状的凸起物，
全身除背部坚硬外，身体多肉粗
壮，且整体皮肤粗糙多斑点。记
者问道，“这只龟要卖多少钱？”
男子答道，“千年王八万年龟，这
只龟的年龄已经有百年以上，体
重足有 10公斤多，非常补身体，
没有 1500元不会卖！”该男子将
放在箱子上的龟抱起，向围观市
民展示龟的体态。并介绍这龟是
从南方的一水库中钓的，名为鳄
鱼龟。一位市民对着龟拍照时，
鳄鱼龟迅速地伸了一下头，周围
人一惊，中年男子说，鳄鱼龟会
主动攻击人，它的牙齿很可能会
把人的手咬断。

就在市民围观此龟惊叹之
余，一位市民骑车路过，将车停
在一旁询问道，“这龟多少钱？”
中年男子称千元左右，该市民笑
笑表示，“这龟不叫鳄鱼龟吗？是
家养的又不是野生的怎么会那
么贵？”看到该市民似乎是“内
行”，卖龟的中年男子再三强调，

称自己的龟绝对是野生的。
据这名“内行”市民说，这龟

确实是鳄鱼龟，不过价格根本不
在千元，也就 200元左右，而且
产地在美洲地区。

随后，记者便上网查询得
知，鳄鱼龟原产地在北美洲的密
西西比河流域、美国南部、中部
地区和中美洲，以美国东南部为
盛。鳄鱼龟是食肉动物，也会吃
腐食。其食性广而杂，小鱼，小龙
虾，各种贝类及各种水果蔬菜等
都是其猎食的对象，野外个体还
会捕食蛇类，鸟类。我国在上世
纪作为商品龟引进，并进行了大
量的繁殖，后期由于养殖场主人
逃逸、无序放生等原因使鳄鱼龟
大量繁殖于野外，对本地物种构
成了一定的威胁。

一位民警告诉记者，其实这
是一种新型骗局。一些商贩谎称
在水库等地钓出了百年甚至千
年的珍稀野生龟，从而将鳄鱼龟
高价卖给不知情的市民。据了
解，鳄鱼龟不属于国家保护动
物，市面上大部分鳄鱼龟都是养
殖的，成本每只也就 100 元至
200元，小贩批发价顶多 300元
左右。鳄龟属于食肉动物，长大
后能咬掉一个成年人的手指。尤
其是一些卖龟的人称手上的“乌
龟”年龄已经有千年，食之可以
治疗骨结核、肺结核，甚至可以
治愈腰疼、腿疼、颈椎病等一些
顽固疾病，吸引一些市民争相购
买。（记者 苏羽 刘一单 文/图）

手机不仅可以通话，还不受地
域的限制，因此手机早已将座机替
代，如此一来，座机的位置变得尴
尬起来。21日记者采访得知，大多
数家庭以前都使用过座机，后来又
都选择撤销。几乎所有的家庭说出
的原因都是骚扰电话不断，而且大
家都有手机了，要座机还有何用？

家住薛城区燕山路某小区的
小张告诉记者，上初中的时候家里
安装了电话，她觉得很神气，因为
那时候家庭电话还不是很普遍。因
此在寄宿式学校上学的那些年，小
张没少给家里打电话，电话传递了
她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可大学毕业
之后，这手机就开始普遍起来，再
加上家里的座机总是会接到一些
骚扰、诈骗的电话，所以无奈之下
只好把电话撤掉。

“你想这半夜打来骚扰电话，
躺床上接吧不想起，不接吧一来担
心漏掉重要电话，二来老响也影响
全家人睡觉。思前想后还是咬牙去
接，一接又是骚扰电话，你说这气

人不。”小张表示，如果仅仅只是骚
扰电话还好些，还有那些诈骗电话
更气人。“多数家庭家里都有老年
人，这老年人在家经常会接到诈骗
电话，缺乏经验的他们往往就会上
当受骗。而手机却不同，现在不少
智能手机都能拦截骚扰电话和诈
骗电话，为缺乏安全知识的老年人
提供了保障。”小张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一部
分老年人仍在使用座机，使用手机
不习惯、座机费用比手机费用省等
成了他们坚持使用座机的原因。

家住薛城区富田小区的纪老
先生说：“手机用着还不如座机好
用，按键小小的看不清楚不说，功
能那么多真是用不惯，上次我用孙
子的手机打电话，捣鼓半天也没解
开锁，相比之下还是座机好用，拿
起来拨号就能打。”纪老先生表示，

“座机价格不贵且比较耐用，而手
机不是丢了，要不就是摔坏了，手
机更换的频率太快。”

青檀路新昌批发市场某电信

产品店的黄先生表示，座机的销量
是一年比一年差，近几年很少有个
人或家庭前来买座机了。“现在只
有一些单位或公司的办公室会用
到座机。”黄先生说。

在黄先生看来，座机有优点也
有缺点，“比如电话号码，座机你还
要记录电话号码，如果有人换号
了，你还得划去重写，如此一来实
在麻烦。而手机仅仅只需要把号码
存进联系人里就好了，回头修改也
不是难事。”黄先生说。

薛城区常庄镇金河乡某电信
营业厅的杨经理表示，“目前很难
禁止诈骗、推销和骚扰一类的电
话，只能建议广大座机用户‘不轻
信、不透露、不转账’。在遇到恐吓
和诈骗类电话时，用户可以直接选
择报警处理。而对于推销和骚扰电
话，因为个人主观判断的原因，所
以对其很难进行判定，相应的对其
约束效力就要差上一些。不过如果
被骚扰的厉害，也可以选择报
警。” （记者 寇光）

常有骚扰电话 不如手机方便

市民吐槽：家中座机成“鸡肋”

男子叫价一千五兜售“野生龟”
民警：鳄鱼龟可人工饲养 一般成本一二百元

转眼，2014年就剩下不到一周
的时间了，枣庄学院校园内五彩缤
纷的圣诞树闪烁着迷人的微光、旋
律轻快动听的圣诞歌也不断单曲
循环着，加上各式各样的包装精美
的圣诞果……总之到处都弥漫着
浓浓的圣诞味道。但对大多准备考
研的学生而言，这个热闹的节日仿
佛不属于他们。昨日，记者在多所
高校探访发现，虽然已到圣诞节，
可准备考研的学生们还在努力学
习，自习室内依然一座难求。

“没有经历过考研的人，永远
不会明白考研的那种痛。那是一种

会呼吸的痛，它活在考研学子身上
每个角落。”正在备战考研的小李
调侃道，“圣诞节？首先，我是2天后
就要进入考研战场的人，其次，我
是单身，圣诞节与我何干？就让别
人都去开开心心地过圣诞节，让我
一个人在书海沉沦吧。”

在枣庄学院的图书馆内，记者
看到偌大的图书馆里已经座无虚
席。记者采访了数名学生，其中绝
大多数都是准备考研的。“圣诞节
不打算出去，我和男朋友都准备考
研。所以就互相买了个苹果犒劳了
下自己。今天晚上的平安夜，我俩

估计也就在自习室里面过了。等到
考完试，准备再去痛痛快快的补过
一次。”准备考研的杨婷对记者说，

“我们班大多数考研的同学，都选
择圣诞节呆在图书馆备战考研，

“没办法啊，只有 2天了，过完一秒
少一秒！考研复习进行到现在，心
理压力会非常大。此时需要好好调
整心态，以平常心走下去。考前的
最后几天过得怎样，可以说是考研
成败的关键。最后几天，绝对不能
放松，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你的状态正在上升，应该保证平时
的学习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使得考
试时状态顺利达到高峰，如一旦松
懈下来就会前功尽弃了。”

“想起大二时的圣诞节，我们
寝室还去KTV唱歌。桌子上还摆的
蜡烛，买的蛋糕弄的联谊会。那个
晚上我们玩的真的很高兴，今年只
能和这么一大箱子书一起过圣诞
了。”大四的李超说。

（记者 苏羽 刘一单 文/图）

考试近在眼前 自习室一座难求
考研学子：不过圣诞 学习要紧

近日，滕州市民孙女士拍了
一套婚纱照，比预计的多花了
2000元，事后感觉有些后悔。

据孙女士介绍，婚期将至，
她在滕州市一家婚纱摄影工作
室，花了 3000多元订了一套婚
纱照。可是，从孙女士夫妇开始
拍照，化妆师和造型师就向他们
推销化妆品和服装，为了婚纱照
拍得好看，孙女士又多花了几百
元选购。本以为不会再有额外的
花销了，可在选片时，选片师在
旁边不停地劝说，说这张好，那
张也不错，并表示多选可以优

惠，孙女士又以每张底片 10元
的价格多选了 30张，后来又经
不住诱惑买了一些摆台、挂画
等，整套婚纱照下来最终花了
5000多元。

婚纱照比预订套系多了
2000元，孙女士回家后觉得很后
悔，“都怪自己耳根子软，禁不住
劝，现在想想要那么多照片也没
啥用。我老公劝我说，一辈子就
这一次，尽管多花了点钱，不过
也值了。我想劝那些拍婚纱照的
朋友们要理性，避免过度消费。”
孙女士说。 （特约记者 张波）

造型师卖力推销
孙女士难抵诱惑
拍套婚纱照多花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