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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方 琴 钟海雄
实习生 黄瑜含 王紫嫣

“ 还 没 上 岗 就 先 交 了 200
元，结果做了三四天就被辞退
了。”近日，网友“大海 123”
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反映他家孩子暑期打工的遭
遇。

网友“大海 123”姓吴，儿
子今年刚读完高一。老吴想给孩
子找个暑期工锻炼一下，后来在

“BOSS 直聘”App 上，看到一家
中介机构发布的相关信息，就给
孩子报了名。

吴先生说，报名面试后，小
吴先后交了 100 元报名费和 100
元保险费，并于6月30日前往鄞
州区姜山镇的一家工厂上班。

吴先生告诉记者，刚开始他
以为上班的工厂是“宁波立盈纺
织品有限公司”，后来小吴说，
工厂名为“羽佳电器”，租用了

“立盈纺织品公司”的场地。
小吴和同学小高一同应聘了

“羽佳电器”的暑期工，工作内
容为打包、装电器、刷涂料等简
单流水线作业，每日工作时长达
12 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结
果小吴干了三天，小高干了四
天，工厂就以“迟到几分钟”

“流水线工作没做好”等理由，
辞退了他们。

“说 好 的 工 钱 是 一 小 时 18
元，我总共做了 28 个小时，差
不多有 500 来元吧。”小吴说，
工厂说一周内结清工钱，可到现
在还没有把钱给他。

吴先生出示了当时小吴签的
“劳动合同”。记者看到，合同里
甲方公司为空白，乙方填写了小
吴的姓名和个人信息，合同中没
有具体写明薪资，只注明了每天
上班时间为 8:00-20:00。另外，
由于小吴还是学生，他们另外又

签了一份补充协议书，上面需要
抄写“本人自愿放弃社会统筹保
险”。

据吴先生说，工厂招了很多
新的暑假工，每一个进厂前都要
交钱，但很多人像他儿子一样很
快被辞退。这让吴先生心存疑
惑。

7 月 10 日，记者和吴先生约
好，在姜山镇狮桥路 2 号碰头，
并见到了小吴、小高、小王等几
个 未 满 18 岁 的 暑 期 工 。 小 王
称，他应聘前除了交报名费和保
险费，还付了一笔 200 元的住宿
费。做了 10 天后，小王因工作
强度太高提出辞工，厂方只给他
结了206元工资，并退了50元住
宿费。

“我们就想着暑期做零工挣
点零用钱，没想到碰上这样的事
情！”在场的暑期工吐槽。

当天，记者看到，厂房大门
口贴着“宁波立盈纺织品有限公
司”和“柔思健康科技”的招
牌，而当记者要进入厂区时，被
一名穿着“羽佳电器”服装的工
作人员拦住。对方称对暑期工的

事情不知情，表示工厂拒绝采访，
并阻止家长和记者进入工厂了解情
况。不过该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劳
务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该劳务公
司——宁波宇峻人力资源公司，
公司相关负责人称，该厂的暑期
工是他们招聘入厂的，100 元报名
费交给了与公司合作的一家劳务公
司，另外 100 元保险费则是为求职
者购买的意外保险。他强调公司不
存在拖欠工资的行为，针对暑期工
工资结算一事，他表示公司已在着
手解决。

鄞州区人力社保局相关工作人
员称，应聘暑期工的很多是学生，
从法律上而言，他们和雇佣的公司
是劳务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因
劳务关系引发的纠纷，主要由所属
镇 （街道） 进行司法调解，也可以
走司法途径解决。该工作人员建
议，暑期工年满 16 周岁的，最好
和单位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以便
维权。

随后，记者将该事反映给了姜
山镇政府。工作人员称，此事属地
劳动监察大队已经介入。记者也从

鄞州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服务中心
了解到，学生做暑期工不属于劳动
关系，虽不在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置
范围内，但该部门正在协调劳务公
司尽快处理此事。

学 生 暑 期 打 工 ， 如 何 “ 避
坑”？记者咨询了相关律师。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毛清
旭律师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 第十五条规定，禁止招
用 未 满 16 周 岁 的 未 成 年 人 （文
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经审批
除外）。年满 16 周岁未满 18 周岁
的未成年人属于“未成年工”，享
有特殊劳动保护。“学生做暑期
工，只能相当于劳务工，是没有
像劳动关系那样缴纳社保的，但
如果发生伤害，得由雇主承担责
任，所以正规的工厂，为了防止
出现意外，会买一个商业保险。”
毛清旭说。

此外，据毛律师介绍，如果当
事人确认，自己报名的暑期工工
作，是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用
工单位的，那么应当是劳务派遣
公 司 与 暑 期 工 之 间 签 订 劳 务 合
同，明确约定具体的薪酬待遇和
工作时长。如果暑期工不能胜任
被派遣的工作，那么劳务派遣公
司还需要根据协议继续给他派遣新
的用工单位，而不能因为上一个企
业的工作不能胜任，就结束所有的
劳务合同。

毛清旭律师提醒，学生去做暑
期工，要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如
果公司不按照劳务合同来执行，那
么至少还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学
生们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与现
实世界发生各种“碰撞”，了解真
实的社会是怎么样的。而“碰撞”
时最能保护自己的，就是一份规范
且约定清楚的合同。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让
孩子们拿回应得的工资，同时也希
望社会关注这件事。”吴先生说。

对此事的后续进展，记者将继
续关注。

交了200元，干了三四天就被辞
暑期打工注意“避坑”，律师提醒要签劳务合同

左图为暑期工在车间里拍到的工作环境照片，右图为应聘时交付的
100元报名费。 （方琴 摄）

帮办行

记 者 陈结生
通讯员 陈冰曲 李越 王乐薇

昨日，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
学院的志愿者团队走进江北智工
之家，为爱心托班的百余名“小
候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你好，机器人！”科普实践课
堂。当会翻跟头的机器狗、能跳
舞的人形机器人出现在孩子们的
视野中并与他们亲密互动时，此
起彼伏的惊叹声和欢呼声瞬间点
燃了夏日课堂。

随着志愿者按下遥控器，一
只机器狗灵活地腾空而起，引得
前排小男孩激动地俯下身抚摸。

在分组教学中，机器人与机器狗
同台共舞，在志愿者操控下完成
侧空翻、俯卧撑等高难度动作。

不仅近距离观摩，在志愿者
指导下，孩子们还亲手为机器人
设计动作指令，体验操控乐趣。

“让机器人先转三圈，再摆个
POSE！”“小发明家”朱成指挥
同伴调整代码，当机器人完美复
现设计动作时，在场的小候鸟们
无不欢呼雀跃。

这场寓教于乐、寓学于乐的
科技课堂，通过“演示+实操”的
创新模式，让深奥的机器人原理
变得触手可及，又让孩子们在游
戏中培养了科学思维，开阔了他
们的视野。

据悉，前江街道辖区制造业

企业集聚，往年暑期许多企
业职工为子女无人照看而发
愁。为此，前江街道总工会
经过摸排后结合实际，自 2023
年 起 利 用 智 工 之 家 阵 地 资 源 优
势，携手 118 工业社区，开启了属
于 前 江 街 道 的 爱 心 托 班 系 列 活
动，每年招收百名“小候鸟”，切
实解决了部分外来双职工家庭的
迫切需求。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本 次 “ 你
好，机器人！”科普实践课堂，是
宁 波 工 程 学 院 机 器 人 学 院 探 索

“科普+思政”融合路径的又一次
有益尝试，依托学科优势与科研
资源，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搭建
了近距离接触科技的家门口科普
平台。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邬怡灵 景士杰

备好宣纸，戴上眼镜，拿起画
笔在纸上细细勾画。不一会儿，一
条“小飞龙”便跃然纸上⋯⋯

14 日中午，奉化区文化馆
视觉艺术部主任胡玲玲吃完午饭
后，回到工作室为一件农民画作
品打底稿。其间，她打开手机里
的图片素材库，与千年奉化布龙
接上“信号”后，开始描绘当地
村民舞龙的热闹场景。

“我打算创作一组非遗主题
农民画，其中‘奉化布龙’是开篇
之作。”胡玲玲告诉记者，她打算
用水蜜桃替代“龙珠”，描绘群龙
共舞、争相“戏桃”，以拟人化表现
手法展现奉化的风土人情。

一笔一画绘乡愁
胡玲玲是奉化农民画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与农
民画已经打了40年交道。

“ 农 民 画 源 于 民 间 丹 青 绘
画。早期的农民画以神仙人物、
梅兰竹菊、凤凰牡丹、虫鱼鸟兽
等为题材，主要绘制在农村的墙
头、屋檐、灶头、大门等处。”
创作间隙，她向记者介绍奉化农
民画的“前世今生”。

为了宣传、展示村史村貌，
奉化乡村画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创作壁画、墙头画时，沿承
发展了这一画种。改革开放后，
当地农民画的形式逐渐从宣传画
转向欣赏性民间绘画。

“ 奉 化 在 1988 年 被 命 名 为
‘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本地农民
画题材广泛、色彩鲜艳、风格拙
朴。”胡玲玲说，画师们用画笔
记录渔港的烟火与潮汐、村庄的
节庆与四季。

受父亲胡永法影响，胡玲玲

从小就喜欢农民画。1992 年，她
毕业于奉化江口中学美术班，那时
恰逢奉化农民画发展的黄金期。

“在父亲的口传心授下，我的
绘画水平进一步提升，对农民画创
作也有了自己的见解。”胡玲玲回
忆，1993 年 12 月，他们共同创作
的《鸡哺图》获全国现代民间绘画
画乡作品邀请展一等奖。

为乡村振兴“添彩”
40 年来，胡玲玲创作的农民

画 作 品 已 经 超 过 500 件 。 其 间 ，
《鸡趣 乡情 修补》 获中国农民
画优秀作品展评委会评审优秀奖，

《渔获图》 入选农民艺术大展——
中国当代民间绘画作品邀请展。

在胡玲玲看来，农民画不是静
止的技艺，而是一种流动的乡愁。
近年来，在她和众多民间画师的推
动下，奉化农民画“走”出展览
馆，“艺术足迹”遍及田间地头。

“胡老师组建五彩农民画社
团，带着大家到农村写生。另外，
她还在学校开设农民画创作课，让

‘ 小 画 家 ’ 们 为 乡 村 振 兴 ‘ 添
彩’。”五彩农民画社团成员陈峰点
赞道。

为 农 民 画 创 作 培 养 “ 生 力
军”，是当前胡玲玲正在开展的一
项重点工作。“五彩农民画社团在
寒暑假一周上 5 次课，其余时间一
周最少开课 1 次。”她说，除了老
年农民画爱好者，社团里还有不少
对农民画情有独钟的年轻人。

在奉化区文 化 馆 画 室 中 央 ，
由五彩农民画社团成员创作的农
民画——《奉化牛肉干面》格外吸
引眼球。绘画者以分镜头式构图，
展现了面团拉伸、牛肉炖煮、牛肉
干面热气腾腾上桌的全过程。

“通过农民画，我们为奉化牛
肉干面、奉化布龙等‘圈粉’，让
大家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
力。”胡玲玲说，希望与其他农民
画 画 家 绘 制 更 多 “ 宁 波 文 化 地
图”，将农民画融入文创产品，让
它以更新潮、更鲜活的形式“走”
进千家万户。

美丽乡村入画来
她用画笔绘“丰”景

胡玲玲（黑衣者）正在画农民画。 （陈章升 陈锦溢 摄）

百名“小候鸟”与机器人
开启“智慧对话”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曾家宇 陈娇娇

昨日上午，鄞州区中河街道
桑菊社区活动室，阳光透过窗户
洒在地板上，27 岁的李思哲坐
在活动室中央，怀里抱着一把吉
他。

“大家听，这根弦振动的声
音 ， 像 不 像 春 天 小 鸟 在 枝 头
跳？”他一边说，一边轻轻拨动
琴弦，温暖的旋律流淌开来。

围在他身旁的孩子们瞪大眼
睛，小脑袋随着节奏微微晃动，
有几个甚至跟着轻声哼唱。

这是李思哲为社区孩子们公
益教授吉他的一幕。

李思哲是土生土长的鄞州
人，从出生起，世界在他眼里就
是模糊的——先天性眼疾让他的
视力只有微弱光感，像高度近视
一样，从未真正看清过阳光、花
朵，也没看清过父母的脸。

上学后，他从来没能看清黑
板，只能靠电子助视器勉强看
书。就这样，他从小学一路坚持
到初中毕业。别人一个小时学完
的课文，他要花几倍的时间反复
读、理解、记忆。尽管困难重
重，他从没放弃学习，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

成长路上，他的父母也给予
了无微不至的爱：牵着他穿过街
道，一遍遍讲红绿灯的变化；去
公园时，反复描述花和树的样
子。为了锻炼他独立，父母曾躲
在学校角落，看着他自己摸索着

找到教室，确认安全后才离开。
因为视力原因，他没能参加中

考。后来，他进入盲校学习推拿专业。
“推拿是门手艺，将来也饿不

着。”他的父亲李国栋说，他们夫
妻俩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只希望他
能靠自己生活，平平安安就好。

但在读书期间，李思哲总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像缺了点什么。

转折发生在大二的一次校园活
动。他听到同学弹唱，低沉的吉他
声一下子吸引了他。母亲找出家里
一把闲置的吉他，他拨动琴弦的那
一刻，琴声像一道暖流流进心里。
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方向——

从那之后，他几乎把所有时间
给了音乐。

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就
是弹琴；吃完饭，接着练琴。一天练
上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走路
时，耳机里放着吉他曲；睡前，脑子
里还要“过一遍”当天的练习内容。

看到他一次次练到手指磨破、
起茧，父母虽然心疼，却最终选择
了支持。

母亲到处打听，帮他找吉他老
师；老师握着他的手，耐心地教他
摸弦、听音；同学们轮流陪他去琴
房，帮他把吉他摆好⋯⋯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么做
盲人推拿，要么把琴学好。既然选
了，就得拼命往前冲。”李思哲告
诉记者。

谈及未来，李思哲说他要做两
件事：一是把琴艺练得更扎实，
让这条路能走得更远；二是在照
顾好自己生活的基础上，多参加
些公益活动，特别是要帮助那些
和他一样受视力困扰的孩子，帮
他们用音乐触摸阳光。

凡人星事

拨动心弦，触摸阳光
视障吉他手李思哲的公益课堂

““小候鸟小候鸟””抚摸机器狗抚摸机器狗。。 （（陈结生陈结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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