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预约座位
图书馆自修室有了“新常态”

“宿城区文体中心设立的自修室就在‘家门
口’，环境又好又安静，真是太方便了！”11月27
日早上八点半，宿城区文体中心自修室已敞开
大门，迎接每一位渴望知识的青年。

今年26岁的刘青叶早早就来到了自修室学
习。“下个月就考试了，今年是我考研的第二
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会一直学到晚上
十一点。”刘青叶说，他觉得宿城区文体中心自
修室的扫码预约很方便。他一般会提前20分钟
预约，如果发现不能按时到达自修室，他就会取
消预约，把座位给其他人。

随后，记者从宿城区图书馆了解到，为满足
年轻人的自习需求，加大公共文化资源的开放
力度，提高图书馆自修室管理智能化水平，宿城
区图书馆推出了自修室座位线上预约服务。想
去图书馆自习的读者，可以提前通过“宿城区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预约。

据宿城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习室座
位预约主要分为三步：在线预约、扫码签到和离馆
退座。读者到达自习室后，凭预约号对号入座，
并扫描座位上的二维码，完成扫码签到。超过预
约时间未签到者，系统将自动记违规一次。离馆
时，也需扫描座位上的二维码，完成离馆退座。

宿迁学院求索楼见证奋斗青春

他们见过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也感受过夜

晚带来的宁静。无论什么时候走进宿迁学院求
索楼，走廊内、楼梯口等地，都有考研学子沉浸
在一摞摞书目里认真复习的身影。

11 月 27 日晚，宿迁学院求索楼灯火通明，
到处弥漫着浓厚的拼搏气息。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只要努
力过，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后悔。”考研学子
苗智超每天坚持早上五点起床备考，他坚定地
说，选择考研一方面是为了完善自身知识结构，
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为了
梦想他会全力以赴。

天还没亮，楼道里就有背单词、背政治知识
点的声音，看到周围同学专注的样子，考研学子
蔡辰辰（化名）表示一下子就有了动力。她告诉
记者，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她便全身心投入备
考。“在这里，我邂逅了一群志同道合、并肩作战
的研友。我们彼此加油打气，互相分享学习资
料，讨论难题，有时候还会一起进行模拟考试。
这样的学习氛围让我感到非常充实。”她说。

“每天宿舍、食堂、求索楼三点一线，日子虽然
枯燥，但往后回忆起来，一定非常难忘。”考研学子
徐立（化名）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仅收获了
知识，还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关怀与支
持。记者在求索楼一楼看到，考研辅导答疑室、考
研医疗保障点等服务点位应有尽有，为学子们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此外，11月21日至12
月20日每天晚上八点至十点，学校还特别为考
研学子准备阳春面、水饺、汤圆等暖心夜宵。

宿迁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将继续在专
业辅导、身心健康、学习环境等方面做好精细服
务，对考研学子集中反映的问题及时整改，增加考

研辅导和心理咨询的人员配备，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让考研学子在校园里能够安心、放心、暖心。

自习室里“沉浸式”备考

随着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
倒计时，宿迁多家自习室迎来“上客”高峰期，甚
至出现“一座难求”的情况。

11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市区青年路
的一家自习室，最大的感受就是安静。备考的
学子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习室内安静得能
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以及笔尖在纸上摩挲的

“沙沙”声。
采访中，许多学子称，选择到自习室付费学

习是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其中一位学子朱雨涵
说：“比起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我更喜欢自习室
的氛围。这里有独立座位和独立包间，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还可以拉上帘子，私密性比较好，可以
避免外界的干扰，让自己在舒适的状态下学习。”

记者看到，付费自习室分为开放区、独立座
位、独立包间、茶水间等区域，满足不同学习者的
需求。该自习室还贴心地设置了一个柜子，专门
用来放置书籍、手机充电器、药品等，这些物品
都是可以共享的。有的学员手机没电了会来这
里取用充电器，有的学员会将多余的便利贴、书
签、签字笔放在好物分享盒，方便他人取用。

在此备考的市民卓女士表示，她已经在自
习室学习一段时间了，很喜欢这里的氛围。“除
了考研的，还有许多考公、考证的同学也在这里
备考。虽然大家很少交流，但我每次看到别人
学习的身影，就充满了学习的动力。”她说。

逐梦考研路 奋斗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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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记者跟随宿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检查人员随机来到市区
一家饭店。在点菜区域，记者看
到，每一道菜都清晰地标注了分量
和价格。采访中，宿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标准计量与价格监管科科
长解苗瞄告诉记者，今年 7 月份，

《指南》正式出台，为确保《指南》有
效实施，该局与市烹饪餐饮行业协
会共同开展餐饮行业明码标价培
训活动，引导餐饮行业经营者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灵活选择标价方式，
确保价格信息清晰易懂，便于消费
者查阅。

据解苗瞄介绍，该局还开展了

明码标价专项检查行动。截至目
前，累计检查 86 次，出动检查人员
200 余人次，向餐饮企业全面普及
明码标价的内容和要求，发放宣传
册 1500 余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餐饮企业未标明价格、“套餐”不明
确、价格标示模糊、缺少价目表等
问题，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7份。

“我们鼓励企业在使用传统菜
单的同时，采用电子菜单、二维码
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标价，以提高标
价的便捷性和准确性。”解苗瞄说，
此外，该局不断加强行政指导，实
施“红黑榜”制度。通过定期公布

“红黑榜”，实现了正面激励与负面

曝光的有机结合，有效增强了餐饮
行业的价格自律意识。下一步，该
局将对在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餐饮企业，依法
进行行政处罚。通过加大处罚力
度，减少餐饮行业价格违法事件
的发生。

最后，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提醒大家，消费者有权要
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价格信
息，并有权拨打“12315”或“12345”
对价格欺诈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同时，消费者也应增强自身的消费
保护意识，认真核对标价信息，共
同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

■ 本报记者 倪家乐

在市洋河新区初级中学，有一
块斑驳的木质校牌，上面有 3 个名
字，分别是“泗阳县洋河初级中学”

“泗阳县洋河中学革命委员会”“泗
阳县洋河中学”。每个名字都承载
着这所学校的历史。11月26日，记
者前往市洋河新区初级中学，了解
那段历史。

上午 9 时许，记者在市洋河新
区初级中学的阅览室看见了这块校
牌。据了解，这块校牌是2002年在
教师宿舍被发现的。校牌的正反面
都有字，正面有“泗阳县洋河初级中
学”“泗阳县洋河中学革命委员会”
的字样，反面有“泗阳县洋河中学”
的字样。

为了重建校史馆，市洋河新区
初级中学副校长张晓明前往各地寻
找承载着学校记忆的老物件，也在
这个过程中了解到校牌上3个名字
背后的故事。

“1952 年，学校的名字是泗阳
县众兴中学洋河补习班。当时需要
借用其他学校的校舍，为学生授
课。1953年，泗阳县洋河初级中学
成立，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校舍，因此
校牌上的第一个名称是泗阳县洋河
初级中学。”张晓明说。

张晓明介绍，办学初期，整个学
校只有4排房屋，一排有4间教室，
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级。到了
1958 年，高中部建成，泗阳县洋河
初级中学更名为泗阳县洋河中学。
因办学条件艰苦，为了节约材料，学
校在校牌的背面刻上“泗阳县洋河
中学”的字样。

到了1960年前后，泗阳县洋河
中学新建了第 5 排教室，学校的规
模不断扩大。

1966 年，挂在校长室门口的
“泗阳县洋河中学”校牌被写上了
“泗阳县洋河中学革命委员会”的
字样。“1977 年，我进入学校学习，
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初中和高中。
那时学校用电非常紧张，教室里面
只有一盏 30 瓦的灯，一周只能使
用一两天，大多数时候依靠蜡烛和
煤油灯照明。晚自习结束以后，我
和同学的鼻子里都是黑灰。”张晓
明说，虽然那个时候条件没有那么
好，但是在学校的时光让人难忘又
快乐。

1986 年，大学毕业之后的张
晓明回到了中学工作，当时学校
已经有了 20 多个班级。2002 年，
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校牌才被发
现。张晓明说：“学校非常重视，
认为这个校牌非常珍贵，所以用
一块红色的绸布盖上，放入校史
馆，保存至今。”

2022 年 9 月，学校更名为市洋
河新区初级中学。经过多年的发
展，这所学校的学生数量从一开始
的三四百人到七八百人，再到如今
的三千余人。

张晓明说，大半辈子都在这个
学校里，对学校的感情非常深厚。
2023 年，学校想要重建校史馆，他
主动承担收集老物件的工作，校牌
便是校史馆的第一件物品。其他老
物件比较零碎，大部分是作业本、奖
状或者工作笔记，张晓明常常驱车
前往多地搜集，才将老物件带回学
校。虽然寻找过程艰辛，但是他却
甘之如饴。

“不管新校史馆什么时候建成，
我都会一直寻找承载着学校记忆的
老物件，向我的前辈请教学校的历
史，和他们分享学校的未来。”张晓
明笑着说。

历经70余载的“古董”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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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臧子青

为擦亮宿迁美食品牌，

优化提升餐饮业服务水平，

构建文明和谐的诚信消费

环境，今年 7 月，宿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宿迁市

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出台了

《餐饮行业明码标价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进一步

规范餐饮行业价格行为，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区

各大餐饮店都明码标价了

吗？市民对此怎么看？11

月 27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餐饮店明码标价，打造透明消费环境

11月27日中午，记者来到市区
多家餐饮店走访，看看各餐饮商家
是否做到了自觉明码标价。

在市区楚街一家炒菜店，店内
坐满了食客。这家店主营炒鸡蛋、
炒豆腐等，店内点餐台上方张贴了
一张菜单，菜单上各类菜品价格一
目了然。炒鸡蛋 10 元、炒豆腐（小
份）10元、炒素杂13元……进入店
内的消费者只需看一看菜单，就能
了解该店的菜品以及价格。

该店工作人员蒋先生说：“我
们店做的是小本生意，营业快10年
了，从营业第一天就开始明码标
价。明码标价能让顾客放心消费，
减少因价格不透明产生的纠纷，同
时也是商家诚信经营的体现。”

正在就餐的市民王女士称：
“饭店明码标价，消费者点餐时
有绝对的选择权，吃起来心里也
踏实。”

记者进入市区城北路一家饭

店看到，点菜区域的墙壁上张贴了
各种菜品的图片，每张图片上都注
有菜品名称，但没有标注价格。对
此，该店工作人员叶女士称，顾客
到店内点餐时，工作人员会带领
顾客查看菜单以及新鲜菜品，及
时告知顾客每样菜品的价格。“按
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我们近
期会对菜单进行整改，将菜品价
格补上，让顾客点菜时更加清晰。”
叶女士说。

严厉打击餐饮行业不明码标价行为

对于餐饮店明码标价，市民有
哪些看法？11月27日中午，市区楚
街不少餐饮店迎来了用餐高峰。
市民王先生和朋友准备走进一家
土菜馆用餐，他笑着说：“我觉得餐
饮店必须明码标价。以前碰到过
菜单上没标价的店，只能小心翼翼
地点餐，生怕结账的时候被‘宰’。
有清晰标价的话，不用担心价格上
有猫腻，看中啥就点啥了。”

记者走进这家土菜馆看到，
店内墙壁上的电子显示屏醒目地

标注菜品价格。“对于我们上班族
来说，平时团建或者和朋友小聚
下馆子，明码标价方便我们做好
预算。”正在和朋友聚餐的市民方
文婷告诉记者，大家按标价点菜，
既能够合理安排菜品，又能够有
效控制花销。

扫码下单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点餐方式，在宿城区吾悦广场，几
位市民掏出手机扫描餐桌上的二
维码点餐。点完餐后，市民秦业手
机页面的右下角显示已点 258 元，

他说：“我们今天是部门聚餐，手机
扫码点餐不仅能看到菜品的单价，
还能直接看到已选菜品的总价，清
晰明了，也让我们选菜的时候更加
从容，体验感特别好。”

走访中，不少市民对明码标
价表示称赞，也有市民提到菜品规
格和计量单位要清晰明确。“不仅
要标明价格，相关部门还得严管标
明内容，让标价实实在在反映菜品
情况，防范不良商家玩‘文字游
戏’。”正在逛街的市民陆晏说。

明码标价让消费者算清“明白账”

自习室里静悄悄自习室里静悄悄

宿城区文体中心自修室一角宿城区文体中心自修室一角

■ 本报记者 臧子青 王艳珅 周妮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4年12月21日至22日举行。倒计时阶段，宿迁学子们在学校、图书馆、自习
室内紧张地备考。延长开放时间、提供暖心夜宵、设置考研医疗保障点……随着考试临近，一系列暖心实事在校园和社会
各界纷纷涌现。11月27日，记者进一步走访，感受学子们在备考路上的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