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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我校正式开始禁止外卖送餐进入生活

区。学生工作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共同下发通知:

“为了维护学生宿舍区良好环境，保障学生用餐安全

和身体健康，经生活区管理工作专题会研究决定，全

面禁止外卖送餐进入生活区。”该措施启动后，学校各

处广泛宣传，标语、横幅一时间随处可见：“禁止外卖

入校园，你我共用安全餐”、“禁止外卖一小步，走向文

明一大步”等，意在使广大学生做到不点外卖，主动配

合。同时，生活区北门、东门的门卫严禁外卖机动车辆

进入校园，对携带外卖进入生活区的同学进行劝导；

各楼栋宿管员在送餐高峰期严把大门，对外来人员不

允以通行；不仅如此，校内的学生餐厅也禁止送餐，否

则依照规定给予处罚。一石激起千层浪，“禁外卖”顿

时成为校园最热词。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我校学工

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领导。

学工部：

宣传教育，引导督查

当问及学校为什么采取禁外卖的措施时，学工部

部长赖伟平表示，禁外卖的政策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

在，我们学校并非个例。这次学校下这么大的决心禁

外卖，原因有四点。一是确保学生的饮食健康。外卖食

品食材的来源、质量、制作的过程以及包装都没有办

法得到有效的监管，这就给广大点餐的同学带来严

重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食物中毒等事件，后果不堪设

想。一些同学不了解这些潜在的危险，所以对拒绝外

卖活动不够重视。而校园食堂会尽可能避免这些问

题的发生，最大程度确保同学们身体的健康。二是有

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大学生年华正好，

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走下网络、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同学们点餐后就在宿舍用餐既不利于宿

舍保洁和美化生活空间，也不利于良好生活习惯的

养成。三是保障生活区广大同学的安全。送餐人员的

电动车在校园里横冲直撞，速度快，体积大，极大危

害到了校园的交通安全，并且校外人员随意进出宿

舍，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安全

无法保证。禁外卖是一件综合工程，希望广大同学能

从自身健康和安全角度出发，理解并积极支持学校的

决定，共同创造美好校园。

赖部长介绍说，禁外卖是一项大工程，学工处的

主要工作是宣传、引导和教育并且深入宿舍督查，让

学生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配合到积极主动。学工处

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召开关于禁外卖的座谈会，

告知全校师生禁外卖的重要决策，让每位同学做好禁

外卖的心理准备。二是设立一周的宣传周，在线上发

通知声明，在学校报刊张贴公告，确保全体师生都知

晓禁外卖这个决策。三是通知各

学院辅导员召开主题班会，对禁

外卖的重要性进行宣传，让同学

们深刻地意识到外卖的危害以及

体会学校的用心良苦。四是下发

通知各学院相关学生部门做好宿

舍督查，如督导部下到每间宿舍

进行督查，杜绝外卖现象；安保部

查收违规电器，杜绝学生将宿舍

变身厨房，引发重大事故。

后勤处：

加强管理，双管齐下

禁止外卖入校，是一个漫长

而又艰难的工程，不但要从根本

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且需

要后勤部对食堂管理进行有序

的整治和配合，切实考虑到学生

的用餐需求。后勤管理处膳食管理科科长庄挺松认

为，在禁外卖中，后勤部工作核心在于如何提高食堂

的服务水平，如何及时解决餐饮人数激增带来的管理

压力。关于食堂餐饮高峰期拥堵问题，庄科长表示，会

尽最大努力为学生食堂添加座位，加大力度维持好高

峰期现场的秩序以提高学生排队就餐的效率，并且争

取向上级提议延长中午的午休时间让学生有充足的

就餐时间。

“打铁还需自身硬”庄科长说。“内容为王”是食

堂的竞争力核心所在，因此后勤部门将把提高食堂

的服务质量放在首位，例如不断推出水果促销活动、

每周调整菜品，根据学生对菜肴的反馈、时令菜肴变

化每周实时更换，尽可能满足学生喜欢的口味，让学

生吃出家的味道。其次，禁外卖旨在鼓励学生走出宿

舍，为满足学生们个性化的需求，食堂由原来单纯只

有就餐功能变成现在涵盖娱乐、学习等功能为一体

的多元化餐厅。此外，庄科长还提到，学生餐厅本就

以学生为消费主体，希望广大学生能直接或间接参

与食堂管理，如果对食堂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向

校膳委会提出意见，大家共同努力，使学校管理更加

完善。

保卫处：

维护治安，风雨无阻

校园学生的安全是永恒的话题，“禁外卖”行动也

是一切为了学生的最好诠释。保卫处作为“禁外卖”行

动的第一道防线，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秉

着“生命权益高于一切权益”的信念，保卫处的老师们

会将“禁外卖”行动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对保卫处的林建华和林锦端两位副处

长进行了采访。“外卖流入校园，最主要的责任在于少

数同学的惰性。我们知道，学生手册宿舍管理规定第

六章禁止行为中的第三十二条就明确规定：禁止餐饮

打包进入宿舍，私藏违禁品或危险物品。何况，2016

年，福建工程学院“巴西烤肉”事件造成三十几个学生

食物中毒；而今年的6月6日，在我校生活区23号楼310

宿舍发生的一起入室盗窃案，都给我们敲了警钟。尽

管事后小偷已被抓住，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避

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如果能还学生一个优美的生活

环境，无论“禁外卖”行动会造成多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的消耗，我们都觉得值得。”保卫处林建华副处长

说。就保卫处而言，他们将会采取校内校外同时抓的

措施。禁止校外不明身份的车辆进入校园，加强车辆

排查，在用餐高峰期时，严格规范车辆进入校区，值班

工作人员都要保证在第一现场，还会请河塘派出所协

警帮助，后期打算使用车辆识别系统。如果校内食堂

商家送外卖，被发现后将处以500元的罚款。

自“禁外卖”行动开展以来，每日放学高峰期，无

论刮风下雨，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卫处的老师们站在各

条道路交叉口，以防外卖人员及其他闲杂人等的混

入。林锦端副处长也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学生

有独立安全的生活环境，保障校园的交通安全和食品

安全，维持校园秩序以及营造一个和谐优美的生活氛

围。“禁外卖”行动将坚持到底，创建文明校园需要你

我他！

渊本报记者 江君茹 高珩 林白雪 庄林沁 郭小妍冤

随着“APP订餐”横空出世，外卖迎来了“黄金时

代”，学生只要手指动一动上网或手机订餐，外卖立

马送上门，各大高校都刮起了“网上订餐风”。学习

负担重，生活节奏快，吃腻了食堂，懒得出宿舍，想

体验新的科技……都成了大学生热衷叫外卖的原

因。诚然，外卖方便了大学生的生活，但它就能堂而

皇之地进入大学校园吗？在我看来，校园应是外卖

不可涉足的禁地。

线上高大上，线下黑作坊，食品安全难保障。常言

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杜绝食品隐患，确保

学生的伙食安全，无疑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然而校外的餐饮店，学校没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可

谓鞭长莫及。通过网上订餐，线下餐馆走到线上，这也

让一些黑作坊有了可乘之机，神秘感增加的同时订单

量也突飞猛进。2016年央视315晚会上，曝光了“饿了

么”中的许多商家根本没有经营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他们为了追求低成本、高利润，不仅采购低价无保障

食材，制作环境恶劣，而且卫生条件多不达标。有时候

只需一张诱人的菜单，就可以成为一家外卖网店。现

如今，网络点餐平台管理游走于法律边缘，监管力度

还明显不够，黑心外卖导致的大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屡

见不鲜。试问，这样的食品安全事故应该找谁负责？

外卖车横行，秩序被扰乱，人身安全遭威胁。送外

卖使用的电动车横行霸道，车速急快，校园交通安全

隐患凸显，尤其是在下课人流高峰时段，任意窜行在

教学楼宿舍之间。横冲直撞的外卖车很容易引发交通

事故———据有关数据分析，校园交通事故中超过一半

的事故是因为外卖车超速行驶造成的，轻则小擦伤，

重则大出血，这无疑给学生的出行造成了安全隐患。

不仅如此，配送员等社会人士进入校园，鱼龙混杂，不

仅给校园安全管理带来负担，也给学生们的人身财产

等造成了一定威胁。

“宅一族”兴起，学生生惰性，健康问题令人忧。现

在的各大运营商通过各种优惠活动吸引顾客，可对大

学生来说却是通过这样的优惠在逐步地使之产生惰

性，我们一旦养成了习惯，依赖上了外卖软件，试想对

部分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大学生来说，吃饭都懒得走

动，我们还指望他们经常锻炼身体和多多进行户外的

活动吗？一旦学生的惰性与日俱增，则愈发缺乏运动，

亚健康问题引起的身体毛病也会随时间而暴露出来。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运动科学系教授史蒂文·布莱

尔强调，如今运动不足给人体带来的危害已经超过了

吸烟。如今各大高校都在宣传“走出网络、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的群众性锻炼活动，点外卖而足不出户显

然是与这种活动精神背道而驰的。大学生伴随高节

奏、高效率的学习生活，产生的以焦虑、忧郁等一系列

情绪改变为主的心身疾病，更是与缺乏运动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商家送餐的时间无法固定，少

则半个小时，多则将近两个小时，这导致学生取到手

的饭菜温度会偏低，尤其是在冬天，学生无法吃到热

气腾腾的饭，这对身体是另一潜在的伤害。这些潜在

的伤害经过时间的积累，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别让外卖“绑架”大学生的大学生活。让我们积极

行动起来，改变生活陋习，自觉抵制外卖食品，倡导绿

色健康生活；创建环保校园，营造良好校风，从你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让健康、安全、环保、好学之风，吹遍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渊本报记者 梁燕菁冤

我校正式实行全面禁止外卖进入校园，引发了

广大学子的热烈讨论，同学们纷纷在微博、微信上发

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该政策的评价也成为了大家茶

余饭后的谈资。针对该政策的实行，同学们褒贬不

一，看法也良莠不齐，大部分人都对此政策表示理

解，认为学校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政策有章可循，并

不是武断的“一刀切”。

低价诱惑 食品安全无保障

点开手机订餐软件，精美的食物图片映入眼

帘，恰到好处的角度、精准的聚焦让食物看起来更

加可口，令人饥肠辘辘、垂涎三尺，一些价格低廉、

折上再折的套餐也成为了外卖党的不二之选。然

而，这样的物美价廉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吗？事实并

非如此。由于手机订餐软件只是充当提供一个订

餐、送餐平台的角色，对于外卖商家的卫生安全并

没有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与筛选。手机屏幕上秀

色可餐的食物照片或许只存在于屏幕上，在到手

的瞬间就变了一副模样；看似精心装置在盘子里

的佳肴或许就是小摊小贩的出品。而我们认为低

廉的价格十分诱人，却不曾想过，商无不言利，低

廉价格的背后定是低廉的成本与制作。或许有人

会说，外卖的品式多样，可选择性更高，况且有些

商家也具有实体店，此前并没有发生过食品安全

事故。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凡事无绝对，在身

体健康面前，一切隐患都要引起注意。相比于食

堂，外卖存在较高的食品卫生安全风险，而学校食

堂的食材来源均安全可靠，想必这也是学校决定

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意横行 校园秩序遭破坏

大学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环境，偌大的生活区时

常有车辆与学生经过，为了能在规定时间点送达学

生宿舍，一些送餐者往往选择骑行电动车，并以飞

快的速度行驶，若是避开学生上下课、上放学的时

间段送外卖，发生交通问题的几率且少；但若是处

于人流量高的时间段送外卖，就极易发生交通碰撞

事故，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与损害。送餐人员随意的

出行也加大了宿舍的安全风险，一些送餐人员为了

减少等待时间，往往会用一些物品堵住宿舍楼下的

大门，造成大门的损害，使得整栋楼的学生安全受

到威胁。即便事故并不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其

存在的隐患也需要每个人去预防。此外，外卖盒的

大量堆积还给负责清扫的人员增加了工作量，校园

环境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方便快捷 惰性心理易养成

大部分学生热衷于外卖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它

的方便快捷。无需排队、无需出门，只要手指轻轻

一点，三餐即可解决。然而这样的依赖性却要不

得。许多人喜欢看着电视、电脑，吃着外卖，认为这

是一种极其享受的生活模式，却不知这并非健康

的生活模式，若长期如此，身体健康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求方便、图快捷也容易滋生人们的惰

性，长期选择呆在宿舍，对于外界的感知与需求也

会相对减弱。

禁止外卖并不是武断的“一刀切”，而是学校

基于利弊权衡所作出的决定。此后我们的食堂在

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也会与学生保持密切联系，

更加关注这个服务对象群体。只有治标又治本，才

能彻底禁绝外卖，让文明之风吹遍整个校园！

渊本报记者 沈弋琼冤

近日，我校发布了一项关于校园内禁外卖的通

告。消息一发出，得到了绝大部分同学的支持，但也遭

到了少部分学生的“吐槽”：学生点外卖本身就是个

人自由，学校未免涉足过多？

禁令看似很不人道，但当我们细细想来，自有它

的道理和益处。首先，这对构筑校园风貌起到极好的

作用，推动我们的文明校园建设。试回想，在这项规定

出台前，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在校园生活区内络绎不绝

地穿行，噪音和穿行的车速让原本有序的校园失去了

往日宁静，影响生活区环境和学生安全。尤其在吃饭

期间的送餐高峰期，放学时生活区通道本就十分拥

挤，而外卖电动车在校园道路上擦碰行人的现象也不

少见，更是严重威胁校园安全。

其次，外来人员鱼龙混杂，

身份难以检查。送餐人员进进出

出甚至随意进入宿舍楼间，并不

方便学校管理，多少存在着安全

隐患。外卖的初衷是便利快捷和

多样选择，而如今却成了许多学

生懒惰的工具。且先不说外卖食

品卫生安全是否得到保证，就从

学生生活习惯养成来看，外卖进

校必定会让部分学生养成“饭来

张口”的依赖心理。在“宅”文化

盛行的今天，很多学生就喜欢

“死宅”在宿舍里甚至是瘫在床

上上网、玩游戏，在他们看来去

食堂排队吃饭甚至就是一种时

间的浪费。送餐现象实际上就反

映出在校大学生滋生的懒惰思

想，助长了这些学生不良的生活

方式。在没课的时候，学生仅靠

外卖就直接过上了足不出户的

“宅”生活。

再者，叫外卖到宿舍，必然导致宿舍里留下一定

的剩饭汤汁和餐盒，而大多数人往往不会及时丢

弃。这些由外卖而产生的垃圾囤积不久之后就会腐

败变质，不仅在宿舍内产生异味，而且还会滋生大

量细菌，对宿舍的环境和学生的健康都会产生不良

的影响，对宿舍清洁更是造成额外的压力。许多外

卖广告语这样说：“足不出户，享受百家美食”、“悠

闲乐享美好生活，快乐传递鲜美味道”、“坐享其成，

不必久等”，看似十分贴心，然而久而久之，让充满

青春活力的学子成为死“宅”一族。这样看来，不正

显得极其讽刺吗？外卖送餐的便利和多样性真的会

带来“美好生活”吗？

叫外卖的享受是短暂的，危害却是长久并深远

的。长此以往，这种惰性便难以根除，并逐步扩散到

学习、生活里，让心智像坏苹果一样慢慢腐烂。这样

的生活习惯是不应该体现在大学生身上的，因此也

正需要学校以相关规定等进行必要引导。学校的这

项禁令，在某个方面上看可以说是克服我们惰性的

一种强制性手段，着实减轻了学生对外卖的依赖

性。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有自己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宅”在宿舍叫外卖，体现出的是懒，是散漫。

大学丰盈四年，切忌让这些陋习扎了根。面对这样

的禁令，我们先别急着质疑，不妨细数这些外卖“罪

行”，想想其造成的不良恶果，想想校方引导学生树立

良好风貌、创建文明校园的良苦用心！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走下网络，走向操场，走向

食堂，饿了，别叫“饿了么”！

渊本报记者 黄春丽冤

近日，我校下达一纸禁令,禁止

校园食品打包及外卖配送。路上

“你可以点一辈子的外卖，却只能

吃四年的食堂”、“禁止外卖一小

步，走向文明一大步”……等各种

横幅随处可见。此消息一出，校园

舆论沸腾。那么，为何会引起学生

如此大的反应呢？难道禁外卖是一

种错误之举吗？

从社会大环境角度出发，如今

各种外卖APP大行其道，让我们可以

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美

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做法

养成了我们的惰性，外卖的方便让

很多人选择窝在宿舍不出门，造成

了一种不够阳光、没有活力、“死宅”

的校园氛围。

那么为何有些学生不愿在食堂用餐而宁愿选择

打包回宿舍呢？他们认为学校食堂饭菜种类少、排队

时间长、食堂桌椅过于拥挤、就餐环境欠佳，于是乎

打包回宿舍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但是，这些打包的

做法及外卖的配送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并给校园环

境带来了种种影响。

首先，校外的外卖商家，学校无法对他们的食品

经营资质及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存在着极

大的食品安全风险。而打包的外卖盒子是一种很难

降解的泡沫盒，在高温下会产生致癌物质，长期打包

吃外卖对身体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而一次性筷子

的制造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更是破环了生态环境。

不仅如此，我们不难发觉，有时候在进出宿舍楼时经

常能够闻到一些令人恶心作呕的酸臭味，这便是学

生们打包回宿舍剩余的大量剩菜剩饭等带汁废弃外

卖食品包装所带来的污染，这也是楼管阿姨经常抱

怨的宿舍卫生问题。

其次，每当下课高峰期，外卖小哥们骑着电动车

在各宿舍楼之间乱窜,急着送餐风驰电掣，对学生们

回宿舍造成了一定的交通拥挤隐患。而外卖送餐人

员鱼龙混杂、身份不明，在宿舍楼之间穿梭进出，难

免会对学生的财产安全带来危害。因此，看似十分方

便的外卖，实则却隐藏着深深的健康、安全及环境的

隐患。

学校正是基于上述种种缘由，出于对学生健康

及校园安全的考虑才会出台此政策。笔者认为，禁止

外卖既要靠“堵”，更要靠“疏”。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加

强进一步的沟通，让广大学生了解学校的苦心，提高

自身的认识。学校也要了解学生们的口味喜好及需

求，改善饮食质量、丰富菜品，以提高食堂自身的市

场竞争力。学校食堂要积极地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改

善就餐环境，加强就餐秩序的管理，提高就餐品质，

才能更好的留住消费者。

留住学生的胃，必先留住学生的心。只有加强进

一步的沟通，找到适合的解决途径，双方互相换位思

考，学校的良苦用心才能得到理解与认可，才能实现

“你用心、我理解”的皆大欢喜的局面！

渊本报记者 刘馨婷冤

自从各种外卖APP被推送市场，便独得各位学

生“小主”的“恩宠”，校方也曾告诉学生对学习生活

类APP要“雨露均沾”，可部分同学就是不听，就是不

听，忘记运动，忘记学习。

外卖的存在虽为广大学生带来便利，只要你

想，不下床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但是，其中隐藏

的食品安全问题却不容小觑。送到手的饭菜真如你

所看到的那般干净卫生吗？2016年福建工程学院的

“巴西烤肉”导致学生食物中毒事件为我们敲响了

警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外卖进校园”这一话

题。据悉，手机外卖APP上一些店家的店铺只存在

于虚拟的招牌中，他们的营业环境并没有经过卫生

部门严格检查，有些甚至是家庭小作坊，制作食品

卫生条件很难保证。同时，由外卖而产生的一次性

垃圾会消耗掉大量资源，且很难进行降解，造成环

境污染现象。

很多同学认为，外卖的出现毫无疑问对学校食

堂产生影响，食堂的利益因外卖而受损，因此学校迫

不得已搬出“禁外令”。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因

为大部分学校都会择优选择食堂承包商，学生在食

堂就餐人数的多少对学校并无直接影响，而食堂的

卫生条件是经过层层检查，相对于外卖来说，倒也得

到了大多数学生的青睐。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针

对23个省份，100所高校开展了关于“禁外卖”的问卷

调查，调查显示，68%的人表示因食堂人太多而点外

卖，81%的人喜欢在慵懒的时候点外卖，90.36%的人

希望食堂的饭菜种类可以多样化。由此可见，如果说

食堂饭菜种类单一化是学生点外卖的先决条件，那

么部分同学的懒惰、散漫才是催生学生点外卖的直

接因素。

我曾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学校正门口的各种各

样送外卖车辆，将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疏导交

通，现场不得不出动了协警。试想一下，如果此时生

活区内出现了事故，而道路又不能及时疏通的话，造

成的后果该有多严重。更何况，每日送外卖人员为准

时将饭菜送到学生手中，在路上飙车的现象更不在

少数。我校生活区的道路本身狭窄，若车与人并肩通

行，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为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

隐患，更不要说其产生的噪音对周围人生活学习的

影响了。

学生手册宿舍管理规定第六章“禁止行为”中的

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餐饮打包进入宿舍，私藏

违禁品或危险物品。学生作为消费者虽有权利选择

在学校饭堂就餐或叫外卖，但是学生同样也是学生

手册中义务的履行者，应当遵守校规校纪。“禁外卖”

行动在实施过程中着实艰难，但经过此项政策实施

前几天时间的观察来看，效果甚好，校园内很少再看

到穿梭在人群中的外卖电动车、成堆摆放在宿舍门

口的餐盒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文明的停车环境和

用餐环境。

无论学校的饭菜多么单一，难吃，大学生在校的

时间只有四年。大学的回忆，若是少了食堂的味道，

又怎能圆满呢？

渊本报记者 高珩冤

齐抓共管，将“禁外卖”进行到底

创建文明校园，对外卖大声说“不”!

饿了别叫“饿了么”

校园禁外卖，并非“一刀切”

禁外卖，更需 禁 心

让回忆多些食堂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