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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开学已近一
个月，学生们又慢慢融
入了校园生活之中。
然而开学后不少老师
发现，学生携带高档手
机等贵重物品的现象
也逐渐增多。26日记
者在调查中得知，因携
带贵重物品影响孩子
学业、物品丢失以及孩
子攀比心理滋生的现
象比比皆是。

“现在的小学生都用苹果6手机
了，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情何以堪。”
薛城区燕山路上一所学校的老师说，
前段时间见到孩子在上课时玩手机，
于是便将手机没收了。回到办公室

她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款苹果 6 手
机。要知道办公室里不少同事用的
手机都没这款手机好，一个孩子用的
手机竟然比老师用的还要好，不免让
人觉得有些不妥。

连小学生都有了手机，那么初中
高中的学生自然就更不用说了。“我
一个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有手机，我们
还有专门的通讯录方便大家联系。”
今年正在读高一的学生小刘说。

“手机还好说，像那些智能手表、
平板电脑与学习无关的东西，孩子们
难免会在上课时玩，而且保管上也是
一件麻烦事。”家住薛城区泰山路的
薛女士表示，自 9月初开学后，儿子

就缠着她要买一部手机，方便和家里
联系，起初薛女士不同意，但经不住
儿子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了。然而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儿子的QQ
聊天记录，发现儿子买手机竟然是为

了向同学们炫耀。“这些电子产品助
长孩子们相互攀比的心理，对孩子们
的成长其实是很不利的。”薛女士无
奈地说。

家住薛城区燕山路的林女士是
薛城区某所小学的班主任，在上个星
期的时候，林女士发现班内一名男同
学在上课期间不听讲，而是在摆弄自
己的手环，林女士毫不犹豫的没收了
手环。

“我当时以为最多就是几十块钱
的手环，我以前也买过一款小米的手
环，才70块钱。”林女士表示，她将没
收的手环放到了自己办公室桌子的
抽屉内，打算过几天再还给这名男同
学。可是过了几天后，当她再次打开

抽屉时，发现该手环已经不翼而飞
了。四处寻找不到后，林女士打算购
买一个新的还给这名男同学，谁知一
打听才知道，那个手环是国外的进口
产品，价值一千多元钱！“没收贵重物
品后，我们老师代为保管，如果出现
丢失，我们还要进行赔偿，可是如果
不没收，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玩
物丧志。”林女士表示，孩子们携带的
贵重物品，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烫手
山芋”，但却不得不收。

市中区君山路上一所学校里的

张老师认为，孩子携带手机等电子产
品，对孩子本身来说可谓是百害而无
一利。“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是家里的小皇帝，有的家长即使知道
不好，但是不愿违逆孩子的愿望，用
溺爱来包装孩子，造成了这一现象的
加剧。”张老师表示，作为孩子的监护
人，家长应当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一味顺着孩子的意愿，只能害了
孩子害了自己的家庭。

（记者 寇光）

小学三年级学生竟用5000多元手机

孩子软磨硬泡买手机只为炫耀

老师：没收电子产品成“烫手山芋”不慎丢失要赔偿

晚报讯（记者 苏羽）微信朋友
圈经济逐渐渗入到市民生活，微信
代购、微信订餐也不再是什么新鲜
事。衣服、鞋子、包包、化妆品等是
朋友圈中的热卖产品，而自制美食
也逐渐成为朋友圈的“常客”。“原料
自家生产”、“私房秘制”、“刚出炉的
自制蛋糕”……曾几何时，微信朋友
圈已成为美食家和吃货的乐园。今
年 10 月 1 日，新食品安全法即将实
施，首次将网络食品经营纳入监管，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网络食品
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明确，网上销售食品应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或备案凭证，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如不能提供经营者具体
信息须担责。

家住市中区立新小区的市民张
女士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她告诉
记者，“她擅长做一些甜点，尤其是
做蛋糕，在‘业内’有较好的口碑与
市场。”后来，她通过朋友的分享添
加了一些“美食好友”，她也常在前
一天发布信息，询问顾客的定制需
求。这样平均售价 69 元/个的蛋糕

每天能卖出 15 个，“一个人在家赶
制，有时候订单都接不过来。”

张女士说，她在朋友圈中出售
的“定制蛋糕”，都是在自家厨房手
工加工，所用的奶酪、奶油、面粉都
是从网上采购进口原料。虽是家庭
作坊式加工，但林女士对安全并没
太多担心，“顾客都是朋友介绍来
的，也就问下价格、口味和配送，不
会太关心有没有实体店。卖了这么
久，也没发生顾客投诉蛋糕有问题
的。”

与张女士同样是微商的市民李
先生则表示，他在网上卖自己制作
的特色菜品，熟人推荐熟人、朋友引
荐朋友，没想到 2个月来，副业也足
够补贴家用。“我用的是自家腌制的
咸菜、纯正的花生油，从大家反馈的
信息来看，绝大多数对我制作的美
食持赞赏态度，吃到了独特、新鲜，
认为物有所值，便引荐给其他朋
友。”李先生说。对此，业内人士称，
微信朋友圈美食，大都没有实体店，
更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所有制作
过程都在自己家里完成，食品安全

其实不能完全保证。
记者通过微信朋友圈，联系多

家“食品微商”发现，这些店铺都是
在自家厨房或者租借的民居处进行
家庭作坊式加工，没有办理《餐饮服
务许可证》、健康证等。很多自制食
品的卖家一人身兼多职，客服、采
购、生产、配送均由一个人承担。

然而，通过网络购买自制食品，
消费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记者电
话联系了龙头路某律师事务所的姜
律师了解到，市民通过微信进行消
费，如果对方有真实的公司名称、具
体地址，维权相对容易。如果只是
朋友之间的买卖，那就属于私人交
易，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将可能面
临维权难、举证难。

“出台相应的规范政策，实际
上既保护了信誉度高的经营者，也
保护了消费者。”姜律师表示，今后
再在朋友圈内购买商品，消费者需
提高消费安全意识，注意保存交易
过程中的所有凭证，万一遇到食品
安全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晚报讯（特约记者 王翊
宇）彭女士的儿子今年三岁，
他一岁刚开始冒话的时候，
彭女士和她老公就一直在教
儿子普通话，可这段时间，彭
女士发现自己的儿子在跟她
说话的时候，虽然大部分语
调都是普通话，但是个别腔
调和字眼却成了“枣普”。“前
两天，我带他去买水果的时
候，他把树说成了‘负’，现
在，每次喝水，都把水说成

‘匪’，还有好多字眼都是枣
庄方言，每次我听了之后，都
是哭笑不得的，虽说很可爱，
但是我并不认同。”彭女士说
道。

据了解，彭女士和她丈
夫每天都要上班，双方父母
也都没有那么多时间帮他们
照看孩子，于是，彭女士请了
一个保姆，每天她和丈夫上
班后，就把孩子托给保姆照
看。“这位保姆是我朋友介绍
的，人很好，也很勤快，之前
我一直在想，儿子平时也没
跟其他什么人有过接触啊，

怎么说话那么‘土’呢？终于
有一天，我周末不上班，在家
和保姆聊天，我发现保姆说
话时的很多词，和我儿子一
模一样，我就知道儿子是跟
她学的了。我当时就跟保姆
说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她以
后说话能注意一下，毕竟三
岁是一个孩子学说话的黄金
阶段，大人们说什么，他就会
跟着学什么，时间一长，自然
而然就成了习惯，我和我老
公现在在孩子面前，说话都
很注意，就怕他学一些不好
的东西。”彭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纠正孩子在说话时
的这些方言，彭女士很下功
夫，每次听到儿子说话出现
这样的情况，彭女士都反复
耐心地纠正孩子的错误，对
于保姆的过错，彭女士也表
示很能理解，“这些都不是什
么大事，只要以后在孩子面
前说话稍微注意一下，孩子
慢慢就会改过来的。”保姆对
此也很愧疚，表示以后会注
意。

10月1日起网售食品需办食品经营许可

朋友圈卖美食要办证了

晚报讯（记者 王晨曦）
近日，不少买菜的市民纷纷
抱怨，“薄皮辣椒的价格又开
始上涨了。”这对于喜欢吃辣
的吃货们来说真的是有些不
适应。

21 日，记者先后走访了
市中区龙头、新华等农贸市
场发现，前一段时间每斤 1.5
元左右的本地薄皮辣椒近两
天的价格水涨船高，一些偏
爱吃辣的市民也在购买薄皮
辣椒时会略微有些迟疑。

在龙头市场内记者看
到，相比较于厚皮辣椒来说
购买薄皮辣椒的市民比较
多，不仅仅是因为够辣，还因
为用薄皮辣椒烧菜够香，但
是在购买薄皮辣椒的时候总
会听到市民抱怨说“薄皮辣
椒怎么那么贵了”，记者采访
中了解到，现在薄皮辣椒一
斤 3.5元，价格比前段时间一
斤上涨了2块多钱，这让无辣
不欢的吃货们如何接受得
了。

当记者问道为何薄皮辣
椒价格那么高时，龙头市场
内一位卖菜的老板告诉记

者，差不多每年的这个时候
薄皮辣椒的价格就开始出现

“抬头”现象，因为这个时候，
本地薄皮辣椒开始进入收获
末期，产量逐渐减少，价格也
就开始出现上涨。“前两个月
的时候，薄皮辣椒的价格很
低，最低时都有 8 毛钱一斤
的，一般每斤也就 1块钱，现
在我们批发的时候都要 3 块
多钱一斤的。”一卖菜的老板
说，“随着本地薄皮辣椒越来
越少，价格会越来越高。”

记者了解到，现在本地
薄皮辣椒基本还未完全下
市，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辣椒
还是自然成熟的辣椒而并非
冷库内保存的，随着天气越
来越冷，以后想要吃到新鲜
的薄皮辣椒恐怕都是冷库内
保存的了。

一位辣椒批发商表示，
每年这时候本地辣椒的价格
都比较高，这个时候价格高
的原因是，本地辣椒相对其
他辣椒产量偏低，加上枣庄
人口味偏重，平时多选择本
地辣椒，所以本地辣椒的销
量相比其他辣椒好。

软磨硬泡买手机只为炫耀

小学生加入“手机族”助长攀比风

保姆说话太“土”
孩子一口“枣普”

进入收获末期产量减少
本地薄皮辣椒价格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