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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超

职业培训、包吃包住、学历不限、经
验不限⋯⋯近年来，一些美容店、饭店、
理发店为降低用人成本，利用该类话术，
假借“收学徒”名义，以低廉的价格非法
雇用童工。特别是一些酒吧“扎堆”招收
童工，这个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警惕。

笔者了解到，此类商家很多都存在
证照不全、设施简陋、管理不当、消防隐
患等问题，且不会签订书面合同，未成年
人很难学到真正的手艺、技术。

此外，由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较为薄弱，他们的合法权益常
常遭受侵害，除了工资低廉、拖欠工资、
不缴纳社会保险等问题外，身心健康也
几乎得不到保障。

笔者从一些地方检察院未检（“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的简称）部门的工作人员
那里得知，被雇用的未成年人主要分成
两类，一种是出于刺激和好奇心理，更愿

意在酒吧、KTV、“女仆”店等场所上班。
有些少女迷恋二次元，却被人误导，明明
家庭条件不错，却愿意在“女仆”店或者
酒吧里扮演某些形象，将客人呼作“主
人”，乐于伺候他们。看到这些稚嫩的面
孔出入在鱼龙混杂、管理混乱的场所，怎
不让人痛心疾首！

另一种被雇用的未成年人是外来务
工人员。他们家庭监护缺失，生活并不富
裕，读书成绩也不好，“读书不如打工”的
想法很明显。还有些未成年人迫切追求独立
自主，过早地步入社会，但是由于身心发展
还不成熟，反而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更有甚者，由于难以找到合法工作且缺
乏独立生活能力，一些未成年人为了获取钱
财走上了犯罪道路，让青春蒙上一层阴影。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为这种乱象推波
助澜？

首先，在一些城市郊区或者乡镇上的
招工中介成为招募“童工”的温床。他们在
网上发布“日结工”信息，招募一些未成年
人进入用工企业；其次，一些商家为了降低
用人成本，故意放松对于应聘人员的身份
核实和实际年龄的把关，低价雇用童工，以
获取更多利益。

凡此种种，虽是极个别娱乐场所的乱象，
却深深戕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让家庭、
学校对叛逆期孩子的管理管教更加困难。

众所周知，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使用童工是各用人单位不可触碰的“红
线”，有关部门必须严厉打击使用童工的违
法犯罪行为。地方政府部门要做好控辍保
学工作，从源头上管控童工输出。同时，有
关部门应协同起来做好监护人思想教育工
作，确保童工被解救后得到妥善安置，维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非法雇用“童工”乱象急需整治

□ 尤 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前不久，某地一酒吧因违法使用童

工被罚款 4 万元。据媒体报道的处罚详

情显示，检查现场有 48 名未成年人，其

中 10 人不满 16 周岁、38 人已满 16 周岁

未满 18 周岁。经询问，48 名未成年人均

为前来应聘的人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查发现，娱乐

场所招用未成年人并非个案，娱乐场所

吸引未成年人消费、聘用未成年人做工

的现象值得警惕。

对 于 2004 年 出 生 的 韩 雷（化名）来

说，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区的微时光酒馆

是他的“噩梦”。在他还是未成年人的时

候，酒吧就雇用了他。

为了追求“业绩”，他在工作期间陪

客人喝酒“喝到吐”。因为长期酗酒导致

胃出血，意识不清的他被送去医院急救。

最终，他落下肠胃炎的毛病。此时，韩雷

才幡然醒悟，辞职离开。

实际上，像韩雷一样的未成年人在

这间酒吧竟有 60 余人，他们大多担任营

销员、服务员等。

淮安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解相关

情况后，立即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 公 益 诉 讼 。2022 年 年 初 ，淮 安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判决微

时光酒吧立即停止招用未成年人、接纳

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场所的行为，并在

省级媒体及酒吧社交经营账号向社会公

众赔礼道歉。

该案为全国首例酒吧侵害未成年人

权利民事公益诉讼。

酒吧望风者会在群里发
“警察来了，未成年人撤”

淮 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的 判 决 书 显

示，经过调查发现，该酒吧没有按照规定

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

禁入、限入标志，在这家酒吧进进出出，

从没有人来过问消费者是否已经成年。

用 韩 雷 的 话 说 ，他 是 酒 吧 的“ 气 氛

组”，每天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带更多的客

人进入酒吧消费。韩雷介绍，该酒吧建立

有两个“精英部落福利群”。群成员接近

200 人，其中多为未成年学生。

在群中，韩雷以各种方式招揽顾客

进入酒吧消费。有时，他会打着“免费喝

酒 ”的 幌 子 ，以 蝇 头 小 利 吸 引 未 成 年 学

生。“每带一桌客人到酒吧就有 40 元的

提成。”韩雷称。

未成年人李强（化名）是“气氛组小组

长”。每天在群里发发红包，佯装“大款”的他

就可以吸引一大批“流量”。酒吧里有舞蹈

表演。表演人员衣着暴露，现场一片混乱。

在检察院的调查中，检察官刘月进

发现，该酒吧早就因存在招用未成年工

和童工的违法行为，曾被涟水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处以数万元行政处罚，

因不配合检查被处以 1.8 万元行政处罚。

但让检察官们没想到的是，酒吧不

仅一直未缴纳罚款，还组织酒吧未成年

人躲避检查。酒吧设置专岗在附近望风，

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望风者会在群里发

“警察来了，未成年人撤”等消息。检查结

束后，群里再发出通知，未成年人返回酒

馆继续“上班”。

何伟（化名）是该酒吧的一名未成年

消费者。他向检察官说起自己在酒吧的

感觉，“酒吧音响声音大，待一会就会觉

得耳膜被震得疼。”办案之余，检察官们

与孩子们谈心，不少孩子都认识到错误。

刘月进发现，这些孩子的家长、家庭

与成长过程有一定相似之处。这些家长

大多很少关注孩子的成长，教育方法简

单粗暴，多采取暴力手段，遇到孩子叛逆

便束手无策。

为此，检察官们在提起公益诉讼的

同 时 ，也 制 作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令 。在 庭 审

后，他们向涉案的几名未成年人家长送

达，并向家长们介绍家庭教育促进法，释

明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应负的主体责

任。当地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师结合各个

家庭的实际情况向家长们讲述如何增进

亲子关系、怎样引导孩子成长。

二次元入戏深 女孩甘当“女仆”
娱乐场所“童工”易受侵害

2021 年暑期，16 岁的苏南女孩雯雯

（化名）在打“暑假工”时受到侵犯。雯雯

所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女仆店”。而雯雯

就是店内的“女仆”。

所谓“女仆店”是指店内女性工作人

员按照漫画中女仆的角色，穿上特色的

女 仆 服 ，扮 演 女 仆 ，并 陪 客 人 打 各 类 桌

游。这些“女仆”称呼客人为“主人”。

“我喜欢‘二次元’，父母平时没时间管

我，我只要陪客人玩玩，就有零花钱。”原来，

雯雯从事这种工作已有一年多。一段时间

后，雯雯觉得这个工作“变了味”。平日里，顾

客经常提出陪酒的请求。一些顾客还暗示她

陪自己出去，没想到，她因此受到侵犯。

雯雯选择报警。由于雯雯是未成年

人，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主任李晓艳提前介入该案。

让她揪心的是，此前，他们办理多起未

成年人受到侵害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被害人均系“女仆”主

题类桌游店的员工。

雯雯的遭遇并 非 个 例 。经 过 调 查 ，李

晓艳发现，“女仆店 ”的顾客大多为受“二

次 元 ”文 化 影 响 的 年 轻 男 性 。按 照 动 漫 人

物 的 形 象 ，他 们 更 喜 欢 年 龄 较小、形象可

爱的女性。

“这些店家在钻法律的空子。虽然法律

没有明确禁止，但该工作明显不适合未成年

人参与。”李晓艳认为，该类经营场所的营业

内容不适合未成年人，其招用未成年人的行

为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侵害不

特定未成年人的利益，存在公共风险。

为此，梁溪区人民检察院运用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积极与当地人社部门沟通，依

法向其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推动职能部门加强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

场所招用已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的用工进

行监管。

保护青少年要守住“底线”
雇用未成年人法理难容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全面构

筑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防线。该法

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

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

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

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

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

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

证件。”

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营业性娱乐场

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

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

对此，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时恒

之分析，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器官发育尚未

健全，相较于成年人而言，饮酒对身体的损

伤更大，酒精的刺激对未成年人的性情、习

惯也会产生负面影响。酒吧的环境、氛围对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亦不利，且其一般在

夜间营业，长期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惯必然会

有损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影响其学业发

展。因此，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法律

明确规定酒吧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时恒之认为，雇用未成年人进入酒吧

工作，对周边学校的校园风气和未成年人

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妨害到未成

年人健康人格的培养和良好行为的塑造。

因此，这些无良酒吧的违法行为侵害的不

仅是特定未成年劳动者、消费者的个体私

益，亦使不特定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合法

权益遭受被侵害的风险，应属于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

李晓艳建议，应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

加强酒吧、“女仆店”等行业自律、制止不正

当经营行为，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娱乐

场所乱象的整治，引导未成年人提高识别

能力和防范意识。

李 晓 艳 强 调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应 常 态

化 开 展 法 治 进 校 园 、进 社 区 活 动 ，结 合

典 型 案 例 加 强 以 案 释

法 ，提 升 未 成 年 人 及 其

家 长 的 法 治 观 念 ，从 源

头 上 防 范 不 良 文 化 在

未 成 年 人 群 体 中 滋 生

蔓 延 。

警惕极少数娱乐场所招用“童工”

襄城实验高中
团委在上级团委和
校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政策，以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 德 建 设 为 着 力
点 ， 团 结 领 导 全
校 团 员 青 年 紧 紧
围 绕 学 校 的 中 心

工 作 开 展 活 动 ； 注 重 宣 传 阵 地 建
设 ， 营 造 文 明 向 上 的 校 园 文 化 氛
围，以活动为载体，增进团组织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及时完成了上级
团委和学校分配的各项工作，促进
了良好校风学风的形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板凳，凉亭，茶几⋯⋯时间在它们身

上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痕迹，对于日新月

异的世界来说，这些老物件像是属于过

往。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松庄的许多

人也属于过往。

松庄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一个

小村，常住人口已不足百人，绝大多数都

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每年都有一位

老人离世，每年的雨季都会有一栋老土

房倒塌。人和房子都在慢慢消失，这让孙

迎盈觉得很伤感。她和先生从繁华的上

海来，爱上了松庄的安静。每到春天，村

里村外桃花盛开。他们约了一些朋友，在

这里建了一个民宿，叫做桃野。

桃野的员工、客人每天穿行在松庄

的巷子里，看村民背着农具田里来地里

去，看他们在房前屋后忙里忙外，扯着嗓

门儿跟他们打招呼，饭点儿经过谁家门

口都能有蹭一口的福利⋯⋯日子久了，

这些老人变得更像亲人，像自己家的叔

叔阿姨、爷爷奶奶。孙迎盈会在父亲节、

母亲节为老人扎一束小花；邀请他们一

起喝酒、唱歌、看电影；为他们穿个针、修

个手机；帮他们卖桃子、卖桃胶、卖各种

菜干。而老人们，也常常捧着自家地里的

瓜果蔬菜、囤的柴火送到店里。

孙迎盈要为这些可爱的人，做一件

可爱的事。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添一点小乐趣。她想办一次艺术展，

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村里的老人。

到了约定的日子，老人们放下农活

儿来了。

起初说要画画时，73 岁的叶金娟奶

奶一个劲地摇头,“做不来哟，字都不会

写，怎么画画哦”。叶金娟奶奶头发花白，

扎着两根麻花辫，笑起来有很明显的酒

窝。孙迎盈隔三岔五就能收到这位“隔壁

奶奶”捧来的现摘的蔬菜。她带奶奶完成

了 一 组 蔬 果 拓 印 ，青 椒、土 豆、菜 心、香

菇、柠檬、苹果⋯⋯拓下的就是她跟奶奶

礼尚往来的日常。另一组，是用奶奶的脚

掌、手掌、手指完成的：手掌沾上颜料印

在纸上，再添几笔，就成了她养的那只大

白鹅，每天威风地带着鸭群在村里游走，

被桃野的客人尊称为“带头大哥”。

奶奶画得认真，从“不行不行”变成

“还要不要画哇？”“是歪，好玩歪！”

93岁的黄莲珠奶奶并不识字，黄奶奶

拿起笔，描下了一些她喜欢的字的局部、

偏旁部首。84岁的叶国文爷爷带来自家茶

园的茶叶，沾上蓝色、绿色、黄色，拓印在

纸上，艳丽又和谐，像极了四季的轮回。

村里唯一梳着大背头，且永远纹丝不

乱的，就是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78 岁

的毛周法爷爷。商量画什么的时候，他瞥了

瞥自己的药箱，从业 58 年间，这已经是换

过的第四个了。他说这个东西熟悉，老朋友

了，闭着眼睛都能画。

孙迎盈把这些画作收集起来，放在老

土房改建的“桃空间”艺术馆里，村民、游客

都可以免费参观。许多游客到了松庄，被这

个意外的艺术展打动，然后就在村里遇见

这些照片里的老人，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

2022 年，孙迎盈发起了桃野全球艺术

家驻留计划，邀请年轻的艺术家来松庄，住

宿免费，但要为这个村子留下一些作品。

女性先锋艺术家宋三土用最代表她个

人艺术特征的“流浪的花”系列，在这个村

子“砰砰砰”地绽放。当这些花出现在废弃

的土房子里、出现在竹林、出现在村子的某

个转角，古村落，就如同黑白片被染上了颜

色，大自然的野趣在原本克制的老村里夸

张地释放。有奶奶给外地的女儿打电话，如

数家珍地把所有花摆放的位置说上一遍，

让她一定要回来看。有叔叔阿姨请孙迎盈

帮忙在花前拍合照，拜托一定要冲印了照

片给他们，因为两人至今没有拍过一张合

照，这是第一次。他们喜欢的理由也都很简

单，“好玩”“稀奇”“没见过”。当然也会有人

不喜欢，有一位奶奶就觉得不好看，她说总

觉得花在看着她，不自在。

虽然在来之前已经设想过多种方案，

光是看松庄的照片与视频，脑海中就会冒

出许多念头，但单晓明在真正走入松庄后，

才最终确定方案——修复老物件。

村 里 的 凉 亭 是 大 家 的 公 共 空 间 ，岁

月 留 下 了 许 多 伤 痕 。修 复 材 料 选 择 了 被

应 用 于 医 学 关 节 修 复 与 固 定 肌 肉 的 贴

布 ，沿 着 亭 子 的 裂 缝、油 漆 脱 落 的 地 方 进

行 材 料 包 裹 。不 同 色 彩 与 形 状 的 元 素 图

形 蕴 含 着 新 能 量 ，在 修 补 后 ，连 同 人 对 这

片 土 地 的 情 感 ，一 同 注 入 进 去 —— 老 物

件“活”了。

松庄创作期间，单晓明还帮 6 位奶奶

修复了家里的椅子。不同于村落公共区域

的小广场，修复椅子是需要去到村民家中

沟通的，老爷爷看他辛苦，经常送来宵夜。

单晓明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松庄。修

复完成的那天，晓明请 6 位奶奶去亭子喝

茶，正式交还椅子。盯着比花还俏的新鲜椅

子，奶奶们可喜欢了。单晓明说：“修复过的

椅子当然还是椅子。奶奶们每每坐上这把

椅子，能心情变好，就是我的幸事了。”

这些被修复的凉亭、茶几、椅子，它们

像一本备忘录，珍藏着不想被时间遗忘的

记忆。如今它们带着陈旧的印记，在年轻艺

术家与松庄独特的交流方式中，又获得新

生活的意义。

孙迎盈说，“艺术在乡村，要尊重乡村。

只有与乡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建立感

情后创作的艺术，它呈现在这里才是不违

和的。”

为可爱的人做一件可爱的事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酒吧非法雇用童工一案，判决涉案酒吧立即停止招用未成年人、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场所的行为，并在省级媒体及酒吧社交

经营账号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①受访者供图 ②③④视觉中国供图

从 上 海 来 到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松 阳 县

松 庄 创 业 的 孙 迎

盈 ，发 起 了 桃 野 全

球艺术家驻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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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石狮市委坚
持聚焦主责主业，
主动融入市委市政
府中心大局，实施
开展“青春建功引
才”“青春建功商
贸之都”“青春建
功品质石狮”等行
动，持续深化“志
愿 有 我 ” 系 列 活

动，实施“点石·石狮市青年企业家
培养行动”，推进“涌泉”行动、“狮
城荟萃”工程，打造青年创业就业的
活力城市。我们将以省级青年发展型
县域试点为契机，继续做好“聚石、
悦石、为石、安居、安创”五大工
程，带领团员青年为石狮全面建设现
代化商贸之都贡献青春力量。

团 福 建 省 石 狮 市 委

书记 孙甜甜

河南省襄城县实验高

中团委书记 杨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