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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登录喜马拉雅。关注《大连晚报》收听有声专辑《实力热评》

综合广播FM103.3 《实力热评》（周一至周五11：00—12：00）

“生育友好岗”实行弹性工作制
这个设置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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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生育友好岗”就业

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推出的“生育友好岗”就业模式试点，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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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所有相遇，一半助你，一半渡你

通报校园欺凌事件，是责任不是“家丑”

校服竟然能如此粗制滥造
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在温饱解决之后，

穿搭的水准一般来说不会引起严重后果，但校服例
外。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毕业，在长达十二年的时
间里，伴随着一个小童到青少年的成长，校服是他
们最主要的“行头”，一旦粗制滥造，后果不可低估。

近日，浙江温州文成县一小学的校服材料引发
关注。在网友发布视频中，有家长从一条蓝色校服
裤子的破口中扯出一些类似塑料袋的东西。校方
回应称，扯出的东西是薄膜不是塑料袋，其作用是
防水防风……

这也太“扯”了吧？防水防风保暖需要的是热
熔涂层或者加棉，冬季校服塞薄膜防风？如此简单
粗暴没有科技只有“狠活”。况且薄膜不就是塑料
的吗？一直以来说有些孩子是温室里的花朵，这回
还真把娃们扣大棚了。

刷新认知之余，人们不禁感叹，以前爆料过有
被服产品用的是黑心棉，可那毕竟是棉啊，相比塞
塑料薄膜，这份黑心恐怕相形见绌。况且，往服装
内衬塞薄膜，还有透气性可言吗？其中的化工纤维
含量、污染物含量符合国家标准吗？

此事并非个例，近年来，中小学生校服质量问
题频频引发社会关注。2023年10月8日，吉林敦化
的一位家长拆开了孩子的校服，里面竟然填充了大
量碎布条等废料。塞布条、塞薄膜，这样的衣服，如
果穿在大人身上，应该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吧，
但是敢于大批量地交付给孩子，就是因为他们是未
成年人？校服的质量还有没有“把门儿”的？

加强政府监管，规范采购渠道，提升校服质量，
国内外都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深圳市率先引进
推广“校服监管码”，每件校服上都有监管码，通过
扫码，校服的质检报告、布料成分一目了然；韩国首
尔市教育厅要求各学校对校服选用进行公开讨论，
要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

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更应该关注孩
子的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义务教育不是低质廉
价教育的代名词，亿万家庭免于支出的背后，是国
家的巨量投入。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校服都不应
该成为忽略的对象。进一步讲，无毒无害、防寒透
气只是校服的底线，绝不应成为校服的标准，安全
之外，还需要那么一丢丢的美观。

然而在现实中，随着孩子从低龄到高中阶段的
过渡，那些粗制滥造、松松垮垮、毫无设计感的校服
越来越引起青少年的排斥和反感。说实话，作为学
生家长，我听到太多自己和别人的孩子关于校服的
吐槽：“丑死了”“太难看了”……固然提倡校服的初
衷是为了方便管理、减少攀比，但为什么要排除“一
起美”的选项，去选择“一起Low”呢？情绪价值，你
以为中学生不需要吗？

校服承载着学生时代的记忆与情感，更彰显着
学校的文化与精神，一套设计精良、款式美观又合
身的校服，能够成为学生美育的生动教材，能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简洁之美、秩序之美。美育
本来就是中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即便高考不走音
乐、美术专业，从小到大这两门功课什么时候中断
过？学习和审美兼容并进，都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
应有之义。校服理应成为校园文化的靓丽名片，成
为学生青春风采的美丽展示，是时候对粗制滥造的
校服说“不”了。

人这一生，会遇到无数的人。
有人带给你伤害，有人带给你温暖，

还有人教会你成长……但不管和谁相逢，
都是你命运的注定。

《项塔兰》中说：“命运使我和某些人
相遇，一个接一个。从而让我们知道可以
成为，以及不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是有其
意义的。

要么助你，要么渡你，都是为了成全
你的人生。

冯唐说：“真正的贵人，不是有钱人，
不是有权人，不是遇事能帮你平事的人。
而是在你没有方向的时候，像灯塔一样给
你亮光的人。”

在这波澜起伏的一生中，我们会有很
多身处黑暗的时刻。

但当你走投无路时，总会有那么一些
人，安慰你，温暖你，帮助你跨过人生的难
关。

这样的人，遇见了就是一生的幸运。
沈从文的一生，就遇到过三个贵人。
第一个贵人，是他14岁时，遇见了湘

西护国联军的军长陈渠珍。
那时他因时局动荡被迫从军，但陈渠

珍对他一见如故，没让他上战场，而是让
他做了自己的小文书。

陈渠珍酷爱读书，耳濡目染之下，沈
从文也阅遍了中外典籍，积累了深厚的文
学功底。

成年后，沈从文决定离开军队，去北
京闯荡。此时，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贵
人——郁达夫。

原先他打算半工半读，但因学历低没

学校肯收他；尽管他努力投稿，也没有人
愿意给他发表。无奈之下，沈从文给当时
的文坛红人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

没想到郁达夫对这个落魄青年很上
心，不仅给他送来生活费，还把他的稿子
推荐给相熟的编辑。

在郁达夫的引荐下，沈从文发表了人
生中的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他逐渐摆脱了毫无收入的困境，靠着
写作也能在北京立足了。

紧接着，沈从文遇见了徐志摩，也是
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贵人。

那时的沈从文经常往《晨报》投稿，但
却因为标点符号用不好而被编辑嘲笑。

有一天，大家正在笑他的稿件，恰巧
主编徐志摩走过来观赏，瞬间就被他清新
的文风所吸引。

此后更是力挺沈从文，甚至给他的作
品写推荐语，沈从文从此声名大振。

古话说，山河不足重，重在遇贵人。
一个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遭遇不

顺时，遇到肯为你排忧解难的人。
人生之路，道阻且长。
怀着感恩之心去对待生命中的贵人，

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都会获得源源不断
的能量。

有本书中说：“你要相信，你生命里遇
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
义。

也许未来的路仍旧艰难，但正因为有
这些人陪你走下去。

你才能始终勇敢坚定，无惧人生的风
雨。

文每晚一卷书

《通知》明确，支持用人单位将工作时间可弹性
安排、工作方式灵活、工作环境友好的岗位设置为

“生育友好岗”，原则上提供给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
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

“生育友好岗”，顾名思义，即针对有生育需求
的员工提供的特殊岗位。尤其是弹性工作制，对家里
有12周岁以下孩子需要照顾的职场人士来说，无疑是
个福音。而这一政策的落地，也会创造多赢局面。

对员工而言，“生育友好岗”更是“暖心岗”。想
象一下，曾经因孩子生病而不得不请假扣工资的日
子将一去不返。现在，员工可以弹性上下班，甚至
居家或远程办公，灵活休假也不再是奢望。这样的
安排让员工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减少因家庭
原因导致的职业中断，保障职业生涯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而且，企业也并不吃亏。“生育友好岗”更是“智
慧岗”。通过设置这样的岗位，企业不仅能吸引和
留住更多优秀人才，还能提升社会形象和品牌价
值。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的“软实力”往往决
定成败。而“生育友好岗”正是提升企业“软实力”
的重要举措。员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能更加全
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当然，也有人担心“生育友好岗”会成为某些企
业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对此，政策也已经明确规

定，相关权利义务需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明确
后，列入劳动合同或签订相关书面协议。这意味
着，“生育友好岗”并非企业可以随意拿捏的“橡皮
泥”，而是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岗位设置。

更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政策还积极鼓励用人单
位开发“生育友好岗”，并科学合理制定岗位标准。
特别是针对生产制造、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以
及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文创经济、银发经济等新经济
形态领域，更是会重点引导试点推行这一岗位就业模
式。这不仅拓展了“生育友好岗”的岗位资源，也能为
更多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设置“生育友好岗”，对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
提高国人生育率，也具有深远意义。当前，生育率
下滑已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生育友好
岗”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让职场爸妈们感
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支持，也增强了他们生育孩子的
信心。

当然，落实好“生育友好岗”，需要政府、企业、
员工三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政府要出台更多支
持政策，企业要积极主动设置岗位，员工也要珍惜
机会、努力工作。只有这样，“生育友好岗”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成为职场爸妈们的福音、企业发展的
助力、社会进步的推手。

“生育友好岗”的推出，不仅是对员工家庭生活
的关爱，更是对企业发展理念的革新——真正有远
见的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需主动担当社
会责任。期待“生育友好岗”能在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大范围推广，为更多职场爸妈减轻生育负担。

据《新京报》

近日，网传“贵阳一小学发生校园欺凌”视频，引发公
众关注。12月21日，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对此事进行核
实并通报了相关情况。通报称，该视频反映的情况发生于
2024年3月，系贵阳市实验小学二年级某班4名学生对1名
同学实施殴打、辱骂等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已依法依规对
涉事4名学生的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教育部门也已对涉事学校的党总支书记、校长、分管安全
副校长、思政主任、班主任、值班老师进行问责处理。

简单来说，网传的校园欺凌事件，并非最新发生，且早
就被调查处理。当地针对网传视频的回应也是迅速的。
只是，这种回应舆论的快速通报，也引发新的追问：为何当
初调查处理这起校园欺凌事件，没有向师生和社会通报？
而是在半年多之后，因为有关视频传出，才被动通报？如
果没有造成网络舆情，当地是不是就不准备通报此事？

这样的追问并非多余。2016年发布的《关于防治中
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要认真做好学生欺
凌和暴力典型事件通报工作，既要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又要注意不过分渲染事件细节。换句话说，公安机
关、教育部门是有责任主动向社会通报校园欺凌典型事
件的。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理，既要保护未成年人，又要
公开透明，才能起到教育与警示作用，这同样是防治校园
欺凌的重要一环。

当前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学校，可能还存在把校园
欺凌等事件视为“家丑”的问题，担心校园欺凌事件被曝

光，会影响当地教育、涉事学校的声誉。也因此，在对具体
事件的处理上，常常会有些顾虑，要么是将事件淡化，不进
行严肃调查，甚至不了了之；要么是进行了处理，但不对外
公开、通报对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以求把影响“降低”到
最小。这其实并不利于反校园欺凌共识的形成。

也许在有关部门看来，《意见》要求的是通报校园欺
凌典型事件，因此，如果认为“不典型”就不必通报了，并
担心主动通报会制造舆情。这就要求进一步健全校园欺
凌通报制度，不能因怕舆情而不通报，要以主动的通报，
提高校园欺凌、暴力事件调查、处理的透明度，同时加强
面向师生、家长的防治校园欺凌教育。

回到这起事件上，从网传视频引发的关注，以及当地
对相关责任人做出的严肃处理来看，这并非一件小事。
其所反映的小学低年龄段学生间的欺凌行为，或许超出
了许多人的认知，而这，也不无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事
实上，视频引发舆情之后的通报，与主动通报给人的观感
大有不同。前者给人的感觉是应对舆情之举，而后者则
是将通报作为防治校园欺凌的重要一环。也有人担心通
报校园欺凌事件，会给涉事的未成年人带来压力。这完
全可以在通报时进行技术处理，如不通报涉事未成年人
详情，只通报事件过程与处理。

说到底，落实校园欺凌、暴力典型事件通报制度，关
键在于有关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防
治，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 据红星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