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11年1月1日 星期六
编辑 王贺 组版刘玉 校对 刘军关注

各市、区县展台特色产品诱人
“果然‘闻名不如见面’，产品很多，也很

不错！”开幕式过后，展馆“敞开”。前来“淘

宝”的上海市民一拥而入。

各个市区展台都摆出了自己的特色产

品吸引眼球。东至县的摊位出售一种当地

特产菌菇，28元一斤的价格，比超市还便

宜，顾客如云。

由于年关将近，腊肉、香肠、板鸭、香菇

等年货十分畅销。凤阳县一位摊主负责人

宋德明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一天来，自己的

摊位已经卖掉了1000多斤老腊肉，营业额

高达1万多元。

市民刘先生特意带上手推车，坐了近1

个小时的车赶到农展中心。逛了两个小时，

手推车上已经满满当当，“这个展会上的农

产品质量不错，价格也公道。我每年都来。”

小学收借读费算是违规收费

问：你好，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家长，

前几天学校收了 230 多元费用，称是代收

费，我们也搞不清哪些属于代收费项目，能

否解释一下？哪些是不准收的费用？

答：中小学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

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

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

的费用。目前，小学代收费包括教材费和

作业本费，小学三年级教材和作业本费约

在60元左右。

依照规定，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费、

考试费、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

温、饮水、早晚自习费、水电费、校园安全保

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试卷费等10余项收费严禁收取

除传统的安徽土鸡蛋、有机稻米、杂粮

等农产品“现身”之外，各家企业也把新产品

摆到了展台前。

灵芝是非常珍贵而且稀有的真菌，在展

馆内，记者却看到了不少“奇异”灵芝，原来

它们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记者在一个展

台前看到，用灵芝做成的保健食品吸引了不

少人购买。

此外，这个展台还摆有一些观赏灵芝，

深红色的头盖、褐色的枝干，外观十分灵

动。其中一盆观赏灵芝表面看起来像扇子，

背面的花纹像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地图，栩栩

如生。据介绍，这些灵芝由于刷上了一层清

漆，可以保存一两百年不坏。虽标价都近千

元，但围观者甚众，很多人听其介绍完后，都

直接“下手”。

王奶奶，今年66岁了，住的也不近，驱

车来也得20分钟。昨天，她就是专程打的

来采购年货的。“安徽农产品味道很正，过年

家里少不了。宁国的小核桃、巢湖的水产、

黄山的木耳，我都买了。这不，从家带来的

3个袋子全部用上了！”

省教育厅治乱办主任做客本报解答收费政策

省示范高中择校费最高一万八

连日来，本报连续报道了我省

教育当前存在的择校、减负等问题，

引起了省教育厅相关部门的高度关

注。省教育厅治理教育乱收费办公

室主任耿成平昨日上午做客本报接

听广大读者热线，具体解答了家长

和学生遇到的乱收费问题。本报摘

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供读者

参考。

记者 桑红青

问：作为孩子家长，涉及到收费问题还

是觉得糊里糊涂的，现在城乡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中小学应该收取哪些费用？

答：目前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保留了两项收费项目和标准：（1）

作业本费；（2）寄宿学生的住宿费。我省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收费包括：

按规定收取教材费；收取作业本费，标准

与农村相同；收取寄宿学生的住宿费，标

准由当地物价部门核定。中小学生的教

辅材料由学生自愿订购，不得组织学生

集体征订。

城市中小学只保留两项收费

问：你好，我家孩子今年读小学三年

级，小学择校生收不收借读费？进城务工

子女在城市就读要不要交借读费？

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早在去年年

初就已经联合下文，明确从 2009 年开

始，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即所有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均不得再收取学生借读费。

部分初中、小学擅自以捐资、赞助费等名

义收取与入学挂钩择校费，属于乱收费

行为。

随父母进城的务工子女在城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就读的，与所在城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享受同等政策，按所在城市的具

体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到指定的学校就读，

不需要缴借读费。

问：我家儿子今年9月份读高中，当时

因分数不够择校进入合肥某重点高中，但

学校却收了18000元择校费，不知道这个收

费可符合规定？

答：如果分数够该校择校分数线的话，

省示范收18000元费用是符合规定的。按

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明确公办高中择

校生收费标准的通知》（皖价电[2006]34号）

规定：一般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1000元；

市示范高中，每生每学期2000元；省示范高

中，每生每学期3000元；收取择校费后不得

再收取学费。

省示范高中择校费最高18000

安徽农产品引爆上海市民“办年货”高潮
第十一届安徽名优农产品、绿色食品（上海）交易会昨日开幕

昨日上午，第十一届安徽名优农产品、绿色食品（上海）交易会在上海农展馆盛装开

幕。我省17个市以及农垦、供销社等单位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共19

个参展团参展，参展企业350多家、合作社50多家。交易会当天，投资贸易签约项目90

个，现场签约20个，总投资额159.32亿元。 记者俞宝强 文/图

一只“破罡湖”大闸蟹卖千元
“这么大的大闸蟹，该有一斤吧？要多

少钱啊？”在安庆市展区，几排“破罡湖”大闸

蟹格外惹人注目，吸引了许多上海市民前来

“围攻”。

“九两三！这样的‘大个子’一只一千

多。”销售商李春燕拿着一只身长过20厘米

的大闸蟹，向“观众”介绍。

“还有更大的，一斤半，那就得卖上2000

元了。”李春燕自豪地说，今年，她已经卖出12

只一斤以上的大闸蟹，最重的大闸蟹达到一

斤六两。这些大闸蟹的价格都不低，五两的

大闸蟹、七两的大闸蟹，批发价580元/斤。

上到八两，就论只卖了，八两的大闸蟹一只

660元左右，九两就是1000元以上。这些大

闸蟹，一般都是批发给苏南的大酒店。

“我们培养的大闸蟹，肉质不但鲜美而

且偏甜，得到消费者的肯定，尤其在上海很

受欢迎。”李春燕说。

“安徽农产品味道很正，过年家里少不了”

灵芝灵芝

安徽土鸡蛋堆起来的酒塔安徽土鸡蛋堆起来的酒塔 这只大闸蟹值一千多元这只大闸蟹值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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