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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用方便面当午饭的孩子们
十四团（陕西安塞）1组  科技部  胡熳华

6月13日，我们安塞团杨园村组第1小组的5个

人来到村里的城峁小学开展“成长对话”。城峁小

学是化子坪镇中心小学在杨园村里的教学点，只有

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二十几名学生。经与学

校里仅有的两位老师协商，我们将与中午不回家的

5个孩子一同吃午饭。

上午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了，我们的肚子也开

始咕咕叫了，脑海里想象着孩子们会像前两批百村

调研的团员们发的博文照片那样，端着从家里拿来

的米饭、咸菜等，围在一起享受午饭时光。然而这

里的情形完成不一样。当我们看到中午不回家的5

个孩子和老师都以方便面为食时，嘴巴张开老大，

半天闭不上。

方便面这种被营养学家斥为只有热量、没有

营养的东东，一般只为解一时之急，或者是不方便

做饭。油包、盐与味素包都含有抗氧化剂（也就是

防腐剂），盐分（钠）含量也相当高。如果长期食

用，则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造成对身体的损

伤和营养不良。

然而站在我们面前

的、每天中午以方便面

为食的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子。方便面怎么能满

足他们生长发育的需要呢？我们急忙寻问留在学校

的侯老师，她也无可奈何地说“学校没有条件为学

生提供午饭，家长为了省事让孩子们中午都吃方便

面”，“有的时候会帮他们煮一煮，但更多的时候

只能提供一杯热水，免得太干了”，“我和我的女

儿每天也是在学校里煮方便面吃，实在没有别的办

法”。我们追问道：“化子坪镇中心小学不是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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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免费提供牛奶和鸡蛋嘛，你们这里为什么没

有？”侯老师一边搅拌着刚刚放入热水的方便面，

一边低着头回答：我们这里没有，因为不是寄宿

生，“两免一补”的寄宿生生活补贴和陕西省针对

寄宿生的“蛋奶工程”是没有的。

本来想和孩子们一起品尝各家父母手艺的我们

马上也到小商店里买来了桶面，和孩子们一起吃起

来。原来一直认为很香的方便面，现在突然发现为

什么没有鸡蛋，青菜这么少，牛肉粒这么小，吃起

来也如同嚼蜡一般。我们脸上笑着，心里流着泪和

孩子们一同吃完了午饭。

下午我们与家长座谈时，“为什么让孩子在

学校里用方便面作午饭”成了我们与家长交流的第

一个话题。家长们一致的回答是“这样方便、省

事”。这之后的几天，每每看到有村民到小商店里

买方便面，都会问上一句“方便面是为谁买的？为什

么喜欢吃方便面？”。得到

的答案多是为家里的孩子买

的，因为孩子们喜欢吃，认

为它味道香，而且很方便。

当被问及“是否知道方便面

不营养时”，得到的答案多

是不知道，“只要孩子们喜

欢吃，没关系的”。一位父

亲指着一旁睡着的孩子（不

到2岁）说，他常用方便面来

哄他的孩子玩。

我们常说要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

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具体可以

分为三类：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自然

素质包括生理素质（也即身体素质）和运动素质，

是一个人身心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的身心发展提

供极大的可能性。我们相信用方便面是不能提高孩

子们的身体素质的，更不能培养出具备强健体魄的

国家栋梁。

午饭还在吃方便面的杨园村的孩子们急需各方

面的转变和帮助：化子坪镇中心小学可以通过家长

学校加强营养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促进家长们转变

对方便面的错误认识，为孩子们提供正常的餐食；

化子坪镇中心小学和杨园村可以帮助学校解决中午

就餐条件，让孩子们能吃到干净、温热的午餐；各

位家长也可以与老师商量出一个机制（比如各家

轮流送餐），发挥集体的智

慧和力量，用最少的人力投

入，保障所有中午不回家的

孩子能吃到营养午餐。

总之，孩子们的健康直

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国民素

质，社会各方面都应关心他

们的营养与健康，都应为还

在吃方便面的杨园村的孩子

们做点儿什么。

精彩跟帖
博文识广  2011-06-22 08:08:11 

孩子们的健康关系着国民整体素质，因而不仅

是家长的事情，应引起国家、社会、教育部门的搞

度重视！

金珠银珠  2011-06-23 11:01:53 

据说，农村约有11%的孩子营养不良。

中国国际救援队  2011-06-30 18:28:40 

 无语地转发。。。

春风十里柔情似水  2011-06-30 18:46:32 

转发此微博: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再苦不能

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为爱轻风拂面  2011-06-30 21:42:21

食品安全正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基石！

新浪网友  2011-07-04 16:59:31 

流泪。想起我在广西县里时一次下乡，看到

一个孩子的午餐，只是一碗稀稀的玉米粥，那个

孩子的头发黄黄的，胳膊细细的，肚子鼓鼓的，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只能感叹扶贫要做的

工作实在太多了，真的需要方方面面共同的努

力。kk



3

30里求学路，20万读书费！
十五团（内蒙太仆寺旗）4组  中国农业银行  张中为

我们入住的是内蒙古太仆寺旗贡保拉格苏木宝

日浩特嘎查，一个真正的牧民集中居住的草原。我

们入嘎查进行访谈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

好奇：家里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的，没有见到一个

读书的孩子。这直接导致我们想进行的儿童成长对

话的计划无法实施。直到我们访问到嘎查的一位76

岁的民办退休教师，从他的口中了解到孩子的情况

和当地的教育。

“学生现在读书都要到宝昌镇去（太仆寺旗

政府所在，距离宝日浩特嘎查30里路），通常3个

星期回来1次。我们嘎查本来是有学校的，后来都

取消了。我们66年办了小学，67年办了中学，当时

人多的时候小学也有80多个学生，中学有40多个

学生。72年的时候，中学就集中到苏木（乡）里去

了。小学，到83年前后也集中到苏木（乡）里去

了。主要是学生越来越少，也没有那么多老师，教

育条件跟不上。96年苏木中学也取消了，集中到宝

昌镇。2003年左右，苏木里的小学也集中到宝昌

镇。此后，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得去那里了。”

现在一个嘎查就10多个学生。牧区的孩子，

一般6岁去上学前班，7岁开始上学校。学前班没有

寄宿，家里必须要一个人去照顾。小学虽然可以

住校，但是孩子太小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也没人去

住。怎么解决？也不可能天天去接，家里就只能去

一个人专门照看孩子。

牧区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教育条件好

了，但是上学却越来越远。通过谈话，我们还了解

到由于上学的地方远，牧区的家庭通常会理性地选

择不去读幼儿园。同时，由于孩子需要专人去学校

周边租房照顾，劳动力本已紧张牧区形势更加严

峻。此外，这也直接增加了牧民的教育负担。

谈起教育的花费，他掰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

笔细账（以下计算以每月30天，每学期4个月计

算。）：

小学阶段（7年，含学前班）

学费：0元

租房：65元/月，每年520元

生活费：300元/月（15元每天，不包括从家

里带的一些牛羊肉等，此部分包含照顾家长的费

用），每年2400元

路费：20元/次，每年300元（3个星期回家1

次，考虑节假日因素，计15次）

衣着费：1000元/年（平均）

机会成本：6000元/年（当地牧民人均纯收入

6000元）

零花钱：2元/天，每年480元

国家补贴：450元/年

小学生一年的花费（隐性和显性）为10250元/

年，整个小学阶段（7年）成本71750元。

初中阶段（3年）

学费：0元

租房（住校）：65元/月，每年520元

生活费：300元/月（15元每天，不包括从家里

带的一些牛羊肉等），每年2400元

来回路费：20元/次，每年300元（3个星期回

家1次，考虑节假日因素，计15次。）

衣着费：1000元/年

机会成本：0元/年（孩子年龄大了，不需要照

顾了）

零花钱：100元/月，每年800元

国家补贴：550元/年

初中生一年的花费在4270元，整个初中阶段的

花费为12810元。

高中阶段（3年）

学费：2200元/年（2011年开始免除学费）

资料费：1200元/年

租房（住校）：65元/月，每年520元

生活费：400元/月（吃学校食堂），每年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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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路费：20元/次，每年300元（3个星期回

家1次，考虑节假日因素，计15次。）

衣着费：1000元/年

机会成本：0元/年

零花钱：100元/月，每年800元

高中一年花费9220元左右，整个高中阶段需要

27660元。

大学阶段（4年）

通过当地有上大学子女了解，一年花费大致2

万左右，整个大学阶段需要约8万元。

我们一起算了一下，当地牧民培养一个大学生

需要花费：192220元，接近20万！

我们都上过大学，尽管对教育成本高都深有体

会，但是从来没有仔细地算过，都惊讶不已。从帐

目上看可以看出，牧区的教育成本主要集中在两个

阶段：小学阶段和大学阶段。前者主要原因是，学

校离家越来越远，需要租房和家长照顾；后者主要

原因是由于高昂的学费（平均每学年学费5000元左

右，住宿费1000元左右）。在访谈中，多数牧民反

应孩子上学难和学费贵是他们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30里求学路、20万读书费，这样的情况在全国

其他地方还很多，怎么解决？采访完回去的路上，

我们都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