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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有话

单位办托儿所是减轻带娃负担的友好之举
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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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图说世相

吃不起的“地摊”该如何返璞归真？
陈广江

热点追评

谨防对赌协议
沦为劳动侵权“合法”马甲

“‘乳儿班’的开设，大大方便了我
们双职工家庭。”9月18日下午，在鄞
城托育堇云园内，宝妈王焦焦从育儿
师手中接过10个月大的女儿，对刚开
设的“乳儿班”赞不绝口。

为积极响应国家生育支持政策，
鄞城集团依托下属鄞城托育堇云园探
索推出小月龄照护服务，针对6个月-
12个月婴幼儿开设“乳儿班”，这也是
我市首个由国企开办的“乳儿班”。

9月19日《鄞州日报》

孩子进幼儿园之前没人带，是许
多双职工家庭的烦恼。3 岁以下婴幼
儿的照护和托育，对很多家庭来说，既
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笔“精力
账”。随着多孩时代的到来，不少双职
工家庭面临“谁来带娃”的难题。

目前，婴幼儿照护，基本上仍然以
家庭照护为主，但普遍存在祖辈力不
从心、雇用保姆经济压力较大等问
题。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托育服务，
来满足婴幼儿照护的需求。

宁波市统计局的调研报告显示，
我市有 69.6%的婴幼儿家庭已经或正
在计划将孩子送托。尽管托育需求旺
盛，但市场上的托育机构，在服务质
量、收费标准、入托地点等方面，不尽
如人意。有的托育园规模小，服务质
量叫人不放心；有的收费高，家长荷包
有压力；有的离家或单位远，接送不方
便。而单位办托，较好地解决了这些
问题，令不少家长心向往之。

单位办托儿所，其实并不是新鲜
事。生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职工

子弟”们，可能小时候都在父母单位的
厂里托儿所长大，有被“托”的记忆。
在目前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的背景
下，鼓励用人单位办托育机构，则又被
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带着孩子上下
班，为上班族父母解忧，也成为企业引
才留人的重要抓手。其实，打造生育
友好照护型企业，还要关心员工婚恋、
孕期妈妈照护、婴幼儿的托育，比如增
设孕妈营养餐、孕妈休息室、专属停车
位等，真正激发“生”的意愿、减轻“养”
的负担。

单位办托儿所，好处多多。一是
和孩子同步上下班，加班晚了，跟老师
说一声，还可以延时托管。二是普惠
化收费，单位办的托儿所带有福利性
质，收费往往较低，甚至不收取费用，
对职工相当友好。三是服务好，通过
智慧托育软件，父母在手机端就能查
看孩子当天饮食、休息、学习、健康、情
绪等情况，让职工安心投入到工作中。

当然，用人单位办托儿所也存在
不少挑战，需要投入较多资源，直接增
加了用人单位的经营成本。此外，办
托儿所的资质、收费标准设定、场地条
件等也都是现实问题。而用人单位与
托育机构联合办托、购买服务等，或许
是用人单位办托儿所的一种模式。宁
波市首家产业工人子女托育园——木
木橙东光分园便是如此。

单位开办子女托儿所，是减轻带
娃负担的一项具体举措，是实打实的
民心工程。期望有更多的单位开办
职工子女托儿所，解决职工带娃的后
顾之忧。

“一起吃路边摊的日子”曾是许多
人闯荡城市的宝贵记忆。这几年，地
摊经济虽然带动了地摊数量快速回
升，但坐地涨价的地摊，多了一些网红
气质，少了一些实惠品质；多了一些颜
值，少了几分价值。不知不觉中，“吃
路边摊”竟快成了高攀不起的消费。

9月19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很多人记忆中的地摊，是实惠与
美味的代名词。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
烫，几串香气扑鼻的炸串，足以驱散一
天的疲惫。但如今，走进夜市，却常常
遭遇“价格刺客”的突袭。从几十元到
上百元，地摊上的消费已不再亲民，甚
至高于一些餐馆的价格，让消费者望
而却步。这种变化，不仅让人怀念起
昔日的“地摊自由”，更引发了对地摊
经济本质的反思。

“地摊刺客”频现的背后，是摊位
费的不断上涨。起初，地摊因门槛低、
成本低而备受青睐，但随着地摊经济
的火爆，摊位费也水涨船高，特别是一
些热门地段的摊位费高得离谱，这迫

使摊主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以维持利
润。除了成本因素外，“网红效应”也
是导致“地摊刺客”增多的重要原因之
一。说白了，地摊经济被“投机主义
者”玩坏了，如今的地摊已不是原来的
样子。

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地方
政府的支持和规范。相关部门应出台
相关政策，加强对地摊经济的监管和
引导，着力提高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防止其无序、野蛮生长。同时，对于那
些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的网红摊主，要
依法予以惩戒，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和消费体验。

每一位摊主都应树立正确的创业
心态、经营观念，以货真价实的产品立
足市场。地摊虽小，却也是一方天地，
承载着摊主的生计与梦想。但梦想的
实现不能建立在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基
础上。摊主应明白，成功不是靠高价
和浮夸换来的，而是靠诚信经营、优质
服务积累起来的口碑。只有回归本
真，坚持物美价廉的原则，才能赢得消
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公务员的形象
看“面子”更要看“里子”
苑广阔

9月15日下午，在浙江省政府新
闻办直播间，有网友指出，浙江省应
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楼卿磊出镜
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
务员形象。对此，楼卿磊解释称，因
工作忙碌未来得及更换衣物和理发。

9月18日极目新闻

因为防御台风的需要，作为浙江
省应急管理办公厅副主任的楼卿
磊，连续三天出现在当地不同电视
频道的采访镜头里，结果被网友发
现他连续三天都穿着同样的一身
衣服，同时头发也比较长，疑似很
久没有理发了。有网友据此指出，
作为政府公务员，楼卿磊的衣着装
扮，有损公务员形象。

从网友的角度来说，这算是对政
府公职人员的一种善意提醒，也算是
一种舆论监督，无可厚非。更何况，
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确实应该注重自
己的仪表打扮，不说时时刻刻都要西
装革履，但是至少在接受采访，面对
公众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持衣着打
扮的整洁、得体。因为这不仅仅是个
人仪表的问题，同时也代表着背后的
公务员群体。

但就事论事。面对一些网友对
楼卿磊衣着打扮上的“非议”，多数网
友反而对他表达了理解，并且给予了
点赞。因为按照楼卿磊自己的话说，
为了抵御台风影响，他从9月13日上
班后就没有回家，所以没有来得及更
换衣服。至于说“不理发”则是个人
问题，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头发
已经太长了。

客观而言，这样的解释也能说得
过去。但是笔者想说的是，网友希望
政府公职人员注意衣着打扮、注重个
人形象，这没有问题，但是也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就像新闻中的这名政
府公职人员，并不是天生就不注重个
人仪表，更不是天生邋遢，而是因为
近期台风来袭，因为工作的需要，无
法及时回家换干净衣服。在这种情
况下，他不但不应该被质疑和批评，
而且应该被肯定和表扬才行。

“形象”这个词，不应该仅仅指一
个人外在的衣着打扮、仪容仪表，还应
该包括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的所
作所为和他的职业身份是否相符。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形象如何，不
能只看他的“面子”，还要看到他的“里
子”。如果一个人天天衣着光鲜，油头
粉面，但是所言所行却让人不齿，那么
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肯定也好不到
哪里去。反过来说，一个人衣着朴素，
乃至有些不修边幅，但是为人处事却
能够让人信服，得人尊重，那么他的形
象也差不到哪里去。

而具体到公务员这个群体，更是
如此，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外在形象，也
就是“面子”，更要看重他们的内在，也
就是“里子”。就像新闻中浙江省这名
公务员，因为抵御台风袭击，忙于自己
的本职工作，导致没有及时换衣服，没
有及时理发，他可能“输了面子”，但是
却“赢了里子”,所以不应该被质疑和
批评，反而应该被肯定和表扬。而公
务员的“里子”也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
容，比如秉公办事、遵纪守法、尽职尽
责，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等。

对赌协议多适用民商
领域，意在转嫁风险保护投
资方利益。然而，实践中，
有企业将之引用到对员工
的管理中，与员工签署带有
一 定 风 险 性 质 的 对 赌 协
议。这种对赌协议是否合
法有效？有没有侵犯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近日，重庆
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劳动争议纠纷案，认定用
人单位与员工签署的对赌
协议中，用人单位免除自己
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合法
权利的条款无效。

9月19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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