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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涤明

最近，有消息称，周立齐成为广西某

电动车公司股东。该电动车公司回应，确

认关于周立齐签约成为联合创始人信息真

实有效。

“天上掉馅饼”的寓言成真了，誓言“这

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周立齐，真的被“天

上掉下来的股东”给砸中了。周立齐，就是

因惯偷多次被抓后，被铐在警局也要宣示

“理想信念”——“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

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的那个人。

那现在可不可以说，周立齐的理想实

现了呢？

周立齐“因恶得福”，人们难免担心这

种毁三观的“立志”故事的负面效应：从未

务 过 正 业、以 惯 偷 谋 生 的 人 ，居 然 能 轻 易

“成功”，那还刻苦学习干什么，还努什么

力、奋什么斗？

但 是 ， 不 要 忘 了 ， 入 戏 太 深 并 非 常

态，而极端的榜样从来都生命力有限。我

们一定要相信，理性、清醒永远是主流，

没有几个人会糊涂到拿这种比中头彩几率

都低得多的“幸运”当饭吃。

这个“不打工人”的幸运并不好复制。

周立齐绝不是因偷而红：一个是他带有滑

稽色彩的形象、语气、表情，以及酷似名

人的模样和发型；再一个是其“奇葩”的

价值观；比价值观更“奇葩”的，是“实

话实说”时的神情⋯⋯这些不经意间制造

的表情就算可以复制，带给观众的新鲜感

恐怕也无法复制。就像曾出现过的网红人

物“犀利哥”等，回归正常之后，就再也

无法“犀利”了。

周立齐获赠股份成为“老板”，按理说，

公司与网红，一个愿授一个愿受。但事件具

有一定的公共影响，有些事值得讨论品评。

电动车企业赠予周立齐股份，目的是商业

推广：从前没有几个人知道该品牌，但傍上

周立齐之后，这样的广告效果，恐怕上电视

台黄金时段都换不来。

着眼未来，这种合作不被看好：一者，

企业知名度或打造品牌，靠的都是有内涵

的东西。再者，关于周立齐的“另类喜感”，

与其不堪往事相伴相随。靠这些不堪之事

带来的“品牌知名度”，能走多远？

纵观自“犀利哥”到“流浪大师”等

网红人物，无不是从“红”的那一天起，

就开始了关注力的边际递减。周立齐，会

走出这个规律吗？

不堪之事带来的品牌知名度能走多远

□ 周俊生

关注育儿自媒体、参加付费育儿课程、

购买各类博主推荐物⋯⋯如今，互联网成

了诸多年轻父母备孕育儿的首选知识来源。

但一些网络育儿自媒体炮制的标题，虽然很

吸引眼球，获取的流量惊人，让人倍增信任

感，但内容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却无法保证，

导致育儿伪科学泛滥。年轻父母花了很多

钱，却得到毫无用处甚至有害的“知识”，轻

者损失钱财，重者危害宝宝生命健康。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

加强平台监管。近年来，随着网民队伍的急

速扩大，自媒体的发展很快，特别是疫情发

生以后，自媒体在消费生活中的便利性，获

得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青睐，直播带货等新

型购物方式，更是迅速崛起，成为年轻人消

费的主要途径。有关备孕育儿的自媒体在

年轻父母中受宠有加，自然可以想像。但与

自媒体轰轰烈烈的发展势头相比，监管显

得相对滞后。备孕育儿事关下一代健康成

长，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将监管的网织

得更密，使年轻父母能够放心。

监管加强了，不代表年轻父母就能高

枕无忧。自媒体崛起是一种市场现象，它能

够吸引到各种对此有认同的市场主体，同

时也必然吸引各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

的的主体。总体看，市场上正负能量杂陈，

这也是需要监管的一个理由。但是，监管不

可能和市场主体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否

则其庞大的监管成本是社会难以承担的。

一般来说，市场监管分为事前、事中和

事后三种类型。事前监管侧重于建章立规，

事中监管是对正在运行中的市场主体出现

的各种违规现象采取行动，而事后监管则

是在出了事以后对违法主体进行惩处，以

此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显然，这三种监管途

径可以维护市场秩序，但市场发展的过程

中，不免泥沙俱下，出现一些溢出既有规范

的市场现象。特别是一些不法行为，即使监

管出手，有些损失还是无可挽回。今年上半

年的“婴儿趴睡”死亡事件就是个惨痛的教

训。一名新手妈妈加入某“付费睡眠引导群”，

听从相关“老师”的建议，让训练 3个月大的

孩子单独在房间趴睡，孩子哇哇大哭也没有

进去看。两小时后，这位家长发现孩子嘴唇

发紫、没了呼吸。新手妈妈过于迷信自媒体

上的所谓“经验”，导致闯下大祸，纵使自媒

体受到严惩，孩子却再也救不回来了。

因此，对于育儿市场上的自媒体乱象，

市场监管固然必要，但年轻父母不能把自

媒体作为唯一的信源，对各种信息要有辨

识能力，拥有一双“慧眼”。这是项不可缺少

的“基本功”。

现在的年轻父母，成长于自媒体时期，

在信息接收习惯上不同于上一代人，但也

容易出现“偏食”问题。比如备孕育儿，其实

漫长的人类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些

固然过时，但年轻父母们的上一代，大多接

受了基本的科学教育，年轻父母不妨多听

听上一代人的建议。如果年轻人总是对自

媒体“百依百顺”，把上一代人的谆谆教诲

当作不屑一听的“耳边风”，不管什么事都

习惯从 App 上寻求答案，甚至对自媒体上

一些怪力乱神似的说法都坚信不疑，那么

遭受欺骗和伤害便难以避免。在育儿问题

上是这样，在其他领域同样如此。

念好科学育儿经
不能迷信自媒体

□ 任冠青

继 象 牙 塔 里 的 “ 绩 点 为 王 ” 焦

虑 之 后 ， 找 实 习 似 乎 又 成 为 大 学 生

的 “ 内 卷 ” 高 发 地 。 据 《财 经》 杂

志 报 道 ， 围 绕 大 学 生 想 去 “ 大 厂 ”、

大 机 构 实 习 的 需 求 ， 一 些 中 介 正 在

编 织 出 一 张 有 偿 实 习 暗 网 。 他 们 将

各 大 企 业 的 内 推 机 会 明 码 标 价 ， 并

声 称 付 费 数 万 元 后 ， 便 可 “ 全 部 免

面试，包过”。

根 据 记 者 调 查 ， 这 其 中 有 一 些

是涉嫌诈骗的“假实习”，有的机构

甚 至 会 带 学 生 做 假 项 目 ， 从 对 接 的

导 师 到 项 目 内 容 都 是 机 构 自 己 一 手

操 办 的 。 以 为 自 己 被 成 功 内 推 的 大

学 生 ， 其 实 根 本 拿 不 到 实 习 证 明 。

而 另 一 些 机 构 则 是 通 过 打 通 关 系 ，

撬 动 名 企 员 工 的 内 推 特 权 ， 走 捷 径

帮客户“拿下”真实习。

这 一 暗 网 背 后 ， 映 射 出 了 部 分

大 学 生 真 实 的 实 习 需 求 。 在 就 业 形

势 较 为 严 峻 的 情 况 下 ， 不 少 大 学 生

希 望 通 过 名 企 实 习 经 历 点 亮 简 历 ，

提 升 自 己 的 就 业 竞 争 力 。 而 由 于 缺

乏 社 会 人 脉 资 源 和 过 硬 的 学 历 、 专

业 背 景 等 原 因 ， 许 多 人 的 “ 大 厂 情

结 ” 难 以 实 现 。 简 历 投 出 之 后 ， 往

往 是 石 沉 大 海 。 一 些 中 介 正 是 抓 住

了 这 一 现 实 痛 点 ， 进 一 步 贩 卖 和 传

播 求 职 焦 虑 ， 然 后 用 “ 花 钱 就 能 实

习”“帮你实现背景提升”的承诺招

徕客户、谋取利益。

然 而 ， 这 一 灰 色 产 业 链 潜 藏 着

极 大 的 风 险 。 对 学 生 而 言 ， 动 辄 数

万 元 的 高 昂 费 用 有 时 并 不 能 买 来 安

心 ， 若 是 陷 入 了 中 介 机 构 精 心 布 置

好 的 假 实 习 骗 局 ， 最 终 只 能 是 竹 篮

打 水 一 场 空 。 即 便 侥 幸 获 得 了 真 实

习，许多也都是远程“打杂”，虚耗

时 间 ， 与 公 司 和 实 习 导 师 的 联 系 极

为微弱。

实 习 本 是 为 了 感 受 真 实 的 企 业

氛 围 和 行 业 发 展 状 况 ， 与 前 辈 学 习

职 业 技 能 ， 展 开 深 度 交 流 。 付 费 远

程 实 习 中 若 即 若 离 的 关 系 ， 往 往 不

能 给 学 生 带 来 多 少 有 益 收 获 。 在 后

续 的 求 职 面 试 中 ， 面 试 官 往 往 更 关

注 应 聘 者 对 实 习 项 目 的 理 解 度 和 参

与 度 。 有 时 只 需 要 几 个 具 体 的 问

题 ， 便 可 轻 松 戳 破 “ 水 实 习 ” 的 光

鲜 泡 沫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 重 金 打

造 的 “ 美 颜 ” 简 历 反 而 可 能 成 为 求

职“负资产”。

当 内 推 被 做 成 一 场 生 意 ， 企 业

的 人 才 选 拔 机 制 和 社 会 声 誉 也 会 备

受 影 响 。 在 正 常 情 况 下 ， 实 习 生 的

选 拔 是 凭 实 力 说 话 ， 企 业 也 可 从 中

进行甄选，涵养人才“蓄水池”。可

是 当 内 推 机 会 被 某 些 员 工 滥 用 ， 甚

至 倒 卖 实 习 机 会 成 风 ， 公 正 、 透 明

的 选 拔 机 制 就 会 受 到 干 扰 ， 真 正 符

合 要 求 的 优 秀 学 生 反 而 会 被 淘 汰 。

长 此 以 往 ， 不 仅 会 导 致 劣 币 驱 逐 良

币 ， 使 企 业 的 人 才 质 量 不 断 下 滑 ，

也会给求职者留下“不够公平”“只

要 关 系 户 ” 的 负 面 印 象 ， 继 而 对 行

业风评和社会声誉构成伤害。

作 为 一 种 日 益 普 遍 的 现 象 ， 有

偿 实 习 所 指 向 的 “ 走 捷 径 ” 观 念 ，

无 疑 会 对 职 场 生 态 和 社 会 风 气 产 生

腐蚀作用。“剧场效应”表明，当一

群 人 坐 在 剧 场 看 戏 时 ， 如 果 有 人 破

坏 规 则 站 起 来 而 未 被 制 止 ， 后 面 的

人 便 不 得 不 跟 着 站 起 来 ， 剧 场 本 身

的正常秩序也由此被打破。

在 职 位 有 限 的 情 况 下 ， 如 果 越

来 越 多 人 通 过 “ 快 车 道 ” 进 入 名 企

实 习 ， 那 些 遵 守 规 则 、 踏 实 积 累 专

业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人 才 便 会 受 到 挤

压 ， 甚 至 会 让 他 们 的 坚 守 显 得 有 些

“ 傻 ”。 这 种 “ 凭 财 力 而 非 实 力 获 取

机 会 ” 的 现 象 ， 明 显 与 公 平 竞 争 的

基 本 原 则 相 悖 ， 也 助 长 了 投 机 取

巧、让实习被功利化的不良风气。

当 实 习 成 为 中 介 “ 捞 钱 ” 的 工

具 和 大 学 生 自 我 “ 贴 金 ” 的 砝 码 ，

实 习 本 身 的 价 值 正 在 被 扭 曲 和 异

化 。 对 企 业 和 大 学 生 而 言 ， 只 有 坚

守 规 则 意 识 ， 尊 重 专 业 价 值 与 真 才

实 学 ， 才 是 对 自 身 的 负 责 。 学 校 可

以 通 过 开 展 职 业 规 划 培 训 、 整 合 实

习 资 源 等 方 式 ， 解 决 信 息 不 对 称 问

题 。 社 会 也 需 反 思 有 偿 实 习 带 来 的

种 种 隐 患 ， 弥 补 相 关 法 律 和 制 度 漏

洞 ， 为 大 学 生 提 供 更 加 公 平 、 合 理

的求职环境。

有偿实习“暗网”
映射出实习的
真需求

近年来，在江浙地区悄然兴起一种新的婚姻形式——两头婚，即当地人俗称的“不来不去”“不进不出”“不嫁不娶”“两家
拼拼”，意味着“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也不是娶媳妇”，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人们对婚姻姓氏
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明”，是受访人士不约而同提到的共通点。（《中国妇女报》12 月 21 日） 漫画：徐 简

两头婚

□ 夏熊飞

12 月 18 日，广州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

公告称，一男子因违规“蹭跑”被终身禁跑

广州马拉松赛。公告显示，苗某某违规进入

赛道参加 2020 广州马拉松赛，该行为违反

了《2020 广 州 马 拉 松 赛 竞 赛 规 程》第 十 二

条的有关规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作出禁

赛处罚，并将该处罚决定报备中国田径协

会。（澎湃新闻网 12 月 21 日）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

很多马拉松赛事或延迟举行或直接取消。

赛事减少让上马、广马等本就热门的赛事

“一票难求”，于是乎就有人直接采取蹭跑

的方式参赛。

所谓蹭跑，即跑者未取得参赛资格却违

规进入赛道，不佩戴或伪造参赛号码布，混

在其他参赛者中比赛。此次蹭跑广马的当事

人苗某某，想必很热爱马拉松运动，否则也

不至于铤而走险。可热爱不是破坏规则的借

口，体育爱好者本应更有规则意识，蹭跑违

反竞赛规程，被组委会终身禁赛可以说一点

不冤。这样的处罚，是对当事人以及所有参

赛者负责，更是维护赛事秩序的必要之举。

马拉松运动热火朝天，可作为一项高

强度运动，门槛并不低。现在的热门马拉松

赛事，往往是赛事挑选手。很多赛事在报名

阶段要求选手提供此前马拉松完赛证明，

一方面是为了提升选手的整体水准，另一

方面也是确保选手有能力完成赛事，同时

还需要选手承诺没有罹患先天性心脏病、

高血压等不适合参赛的疾病。这些条件看

似苛刻，其实是在为选手安全把关。蹭跑者

缺乏这道审核，就极可能出现伤病乃至猝

死等意外事故，可见蹭跑者在破坏规则的

同时，也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

马拉松赛事一般都会为所有参赛选手

和工作人员提供保险，蹭跑者由于没有经

过正规报名渠道取得参赛资格，而不在保

险名单内，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只能自己承

担。蹭跑一时爽，后果却可能不堪设想。

相比往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蹭跑

行为，危害尤甚。赛事得以安全举行，依赖

于组委会的精心组织，但更离不开所有跑

者的积极支持与配合，比如如实提供核酸

检测报告、报告个人行程，不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等。赛事举办方会要求选手在领取物

品时提供数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这

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造成病毒的感染与传

播。蹭跑者不能主动提供核酸检测报告，这

无疑就是枚定时炸弹，如若其携带新冠病

毒，不仅组委会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更会

让数万跑者与工作人员处于感染风险中，

想来让人后怕。我想这也是组委会第一时

间联系到苗某某，并对其进行核酸检测的

原因所在，所幸结果为阴性。

今年马拉松赛事大面积取消，有些赛

事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举办，殊为不易，

广大参赛者、爱好者更当珍惜。

蹭跑广马遭终身禁赛一点不冤

□ 柯锦雄

网红火锅店“哥老官”“又双叒叕”出问

题了。据媒体报道，继“哥老官”杭州门店被检

出禁用兽药后，其绍兴八佰伴店也被通报牛

蛙中含有呋喃西林代谢物，而且这批牛蛙已

全部售完，违法所得合计 8849.61 元。

据了解，呋喃西林属于硝基呋喃类广

谱抗生素，广泛应用于畜禽及水产养殖业。

人们常利用对其代谢物的检测来反映硝基

呋喃类药物的残留状况。《动物性食品中兽

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

中规定，呋喃唑酮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

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呋喃唑酮残留药物

能破坏人的造血系统，引起溶血性充血症、

粒细胞缺乏症、血小板减少症，还可能引起

人的周围神经炎，且无特效药物治疗。

与杭州门店发现不合格产品后及时销毁

不同，绍兴门店的不合格产品在9月1日已全

部售尽，共计售价10634.61元。9月29日，绍

兴门店提出复检申请，后经浙江省检验检疫

科学技术研究院复检，结论依然是不合格。

这并非“哥老官”首次在食品安全上出现

纰漏。今年11月，据中国质量网报道，位于上

海人民广场的“哥老官”门店被人爆料存在食

品安全问题。在此之前，杭州“哥老官”城西分

店销售的一批次牛蛙，恩诺沙星含量不合格。

连续在食品安全上出现问题，不禁让

人怀疑“哥老官”的品控能力。“哥老官”称

其严格遵循先检测后使用原则，根据其微

信 公 众 号 上 展 示 的 从 2019 年 8 月 至 2020
年 11 月抽检报告，其各家门店各项指标均

合格。但监管部门的抽检结果，却与其自检

结论截然相反。

在品控上，“哥老官”有两条“防护线”：

首先是供货商提供的检测报告，其次每月

会对各门店的牛蛙随机抽检。然而这两条

“防护线”均未达成效果。这也就意味着，这

两处的检测报告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无

论何种原因，“哥老官”都难逃干系。

食材的安全性是餐饮业的灵魂。虽说

好食材不一定价格贵，但价格贵的普遍安

全性会高。在价格方面，“哥老官”称采购成

本高于市场上其他牛蛙约 25%。但经记者

调查，事实并非如此，根据 9 月 1 日全国牛

蛙 市 场 行 情 ，当 时 报 价 大 概 在 18 元/斤 ，

“哥老官”采购价仅为 10.2 元/斤，远低于市

场均价。这莫非是“哥老官”的采购人员不

知行情？

监管部门称无法从产品外观、气味等

性状辨别是否含有呋喃西林代谢物，企业

除了依赖检测报告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这

就要求检测单位要客观公正地出具检测报

告，一旦失去客观中立的态度，必然使不安

全食品流入市场。

这起事件中，食材已经销售，在最后环节

才检测出不合格，也凸显出一定的监管漏洞。

对先前环节上有关部门的监管失守，要叩问

漏洞发生在哪里，日常监管如何取得成效。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相关部

门在各个环节都应切实负起责任。对“网红

店”来说，品牌宣传固然重要，但要以品质

控制做得好为基础。要知道，一切不以食品

安全为核心竞争力的餐饮企业，最终会被

消费者用“脚”来投票，被市场所淘汰。

网红火锅店
别成了食品安全重灾区

□ 刘婷婷

反食品浪费法正在路上。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12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行。据悉，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加强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立法工作，成立立法工作专班研究起草

了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拟由委员长会议提

请审议。

对于这部专门法律，人们期待已久。21
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10年，我们享受着文明

发展的成果，早就不用再考虑温饱问题，但

触目惊心的食品浪费现象，仍触动着人们内

心最敏感的部分。如今，随便走进一家餐馆

饭店，吃不完的满桌饭菜，并非都会被打包

带走。在一些食堂的残食桶内，倒进去的剩

饭剩菜中，甚至还有完整的馒头、花卷等。

还是拿数据来说话。据《中国城市餐饮

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

桌食物浪费量就有 1700 万至 1800 万吨，相

当于 3000 万至 5000 万人一年的食物量。对

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萨 4 个城市的追踪研

究显示，餐饮业人均浪费量为 96 克/餐，浪

费率为 11.3%；大型聚会浪费率达 38%；学

生盒饭有 1/3 被扔掉；游客人均食物浪费

量为每餐每人 103 克。如此浪费还仅是消

费环节，全环节浪费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有观点认为，对食品浪费现象，不

要干预太多。在他们看来，公款接待立法

该管，自己吃喝全凭喜好。即便是浪费了

食品，多扔了几个菜，倒掉了几个馒头，

花的也是消费者自己的钱，反正又不花公

家和别人的钱，所以外人管不着。再者，

消费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有了消费

才会刺激生产，而生产又会带动消费，这

种食品浪费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其实也是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问题在于，浪费食品并不是单纯个人

的事情，也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一个国

家的安全，粮食安全是最基础的安全。我国

耕地仅占世界 10%，人口却占世界的 22%，

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始终是忽视不得的

大 事 。虽 然 ，我 国 去 年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到 了

66384 万吨，比 2018 年增加 594 万吨，但粮

食安全隐忧犹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曾针对全球 163 个经济体进行过专项调查

研 究 ，中 国 的 粮 食 安 全 风 险 指 数 排 在 96
位，被列为“中度风险”国家。如此格局，实

在是由不得“舌尖上的浪费”。

遏制浪费食品乱象，立法是首选的有

力武器。老实说，这些年，关于节约食品、避

免浪费的口号宣讲并不少，但对于一些个

体而言，“无关利益得失”，并不能入脑入

心。而国家专门立法则明显不同，有法律的

强制力作保证，便会对社会产生普遍效力。

审视酝酿中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最

大亮点并不是对“食品”“食品浪费”等

概 念 的 定 义 ， 而 是 对 “ 政 府 及 其 部 门 职

责”“各类主体责任”“法律责任”等逐一

明确。没有责任就没有落实，只有压紧压

实从政府部门到其他各类主体的责任，看

似无处着手的各类食品浪费现象，才能真

正有人管、管到位。

这部法律草案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下

好“一盘棋”。以餐饮环节为切入点，聚焦食

品消费、销售环节，还对减少粮食、食品生

产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作出原则性规定，

与正在起草的粮食安全保障法等形成配套

关系。如此打出一套组合拳，有利于最大限

度发挥法律力量，从各个环节避免食品浪

费，捍卫粮食安全。

推动反食品浪费立法，折射出一个国

家的战略思维、底线意识，也体现了法治文

明。从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厉行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的意见》，到加快反食品浪费法、

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立法进程，食品浪

费乱象得到更严格的约束，而粮食安全也

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推进反食品浪费立法 用法律托举粮食安全

□ 舒圣祥

近日，在河南郑州某高校内，一位小女

孩坐在打饭窗口柜台下面写作业，妈妈在

上面为学生打饭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拍

摄者称，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感

觉“上面是生活，下面是梦想”。

类似新闻其实还有不少。比如前不久

安徽宿州的小女孩，趴在妈妈摊位旁的花

坛边上写作业；还有孩子趴在父母摊位旁

边 的 垃 圾 桶 上 写 作 业 ⋯⋯ 这 些 都 是 暖 新

闻，父母为生活打拼，孩子努力学习，感动

了很多人。可正能量的画面背后，何尝不是

看得见的心酸？假如不是没办法，谁会让自

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呢？

当此情此景屡屡成为传播话题，更为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孩子，没能获得

更好的学习环境？放学后无处可去的现实

困境，谁来帮他们解决？因为父母条件不允

许，还有孩子放学后只能独自待在出租房

里，相比之下，能在父母工作场所受到看管

和照料，已属不易。

不仅是外来民工忙忙碌碌，城里的上

班族同样没时间照顾孩子。下午三点半，孩

子放学了；傍晚五六点，家长才下班。这个

尴尬的“时间差”，让家有儿女的上班族疲

于奔命。要么请假早退，要么干脆辞职，许

多家庭只能请“银发族”早送晚接，各种托

管班、作业班生意火爆。凡此种种，核心问

题都是相同的：放学后，无处安放的孩子可

以去哪儿？何处能给他们准备一张书桌？

曾有调查数据显示，七成多的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放学后没地方去，他们放学后

更喜欢待在学校里，但一些学校要求学生

放学后不能滞留在校。要解决学生放学后

无处可去的问题，就应该允许学生放学后，

自愿留在学校写作业。

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做

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

求各地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主渠道作用、科学

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同时，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

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因

此，对于女孩窝在柜台下写作业之类的新

闻，可以在公共教育服务层面予以回应。

当然，把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并不合适。由

社区、图书馆等社会力量组织的“三点半学

校”，就很值得推广。如今很多社区都建了漂亮

的图书室，如果能招募一批爱心爷爷奶奶、青

年志愿者等，组建起社区的辅导员队伍，开放

给有需要的孩子，既能提高这些公共设施的

利用率，更有助于解决“三点半难题”。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后，在父母工

作场所写作业，“感动”不能到此为止。放学

后，孩子的书桌何处安放？除了课外班之类

的市场化托管机构，公益性的托管机构不

可或缺。相关部门应该尽可能整合全社会

的力量，帮助改善务工人员子弟的学习环

境，共同化解学生放学后无处可去的难题。

心疼女孩柜台下写作业 不如给她一张书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