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这些奋斗在城市烟火气中的年轻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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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儿班，
需赢得信任票才能“放心托”
凌波

“救命按钮”织就特殊群体
生命安全的温情守护网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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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驾照被不少家长列入孩子高考后“必做清单”。主打省时高效便宜的速成
班成为热门之选，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于驾驶培训中。

据教练介绍，具体班型分为智能班和传统班。前者在车内为AI教学，教
练在车外同时为多名学员提供辅助。后者则是教练坐在车内，进行一对一指
导。“传统班要贵800元钱，效果肯定不一样。” 6月13日《北京晚报》

驾校“智能班”：

学的是科技，考的是实技

当同龄人还在为求职奔波时，
宁波00后姑娘李雯，却已经在创业
的赛道上跑出亮眼的成绩。毕业于
浙江商业技师学院烹饪专业的她，
用一块块香甜绵密的提拉米苏打开
了市场，摆摊日入四位数，实现“舌
尖上的逆袭”。

6月18日《宁波晚报》

如今，在街头夜市、城市商圈，
我们越来越常见90后、00后的练摊
身影。摊位虽小，承载的却是对理
想生活的探索与尝试。

在传统观念中，摆摊往往意味
着“退而求其次”，是一种不得已的
谋生手段。但在像 00 后姑娘李雯
这样的新一代青年身上，摆摊被赋
予了新的文化意义与人生价值。他
（她）们主动放下传统观念中的“体
面工作”，选择街头“实战”。这一份

“敢脱轨”的勇气，映照的是当代青
年的精神图谱。

面对不确定的就业环境，李雯
没有止步观望，而是将兴趣转化为
技能、将技能变现为产品。烘焙在
过去是爱好，而今通过一张摊位实
现了价值转化的“正循环”。这一代
年轻人更愿意走出标准化轨道，在
真实环境中磨砺自我。他们理解

“热爱”背后的艰辛，接受“不确定
性”带来的成长，更在一次次与顾客
的交流、一次次应对突发状况中积
累经营的能力与信心。

相比以往强调职业的稳定与收
益，年轻人更注重工作的意义感与
自主性。摆摊让他们拥有对时间的
掌控权、对奋斗的决定权，也让他们
获得了从0到1的成就感。这种“自
主人生”的追求，不只是对个体自由
的渴望，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向：从
外在评价走向内在满足，从依附平
台到自主创造，从单一路径到多元
可能。

城市治理的进步，也为这一群
体的成长提供了沃土。街头空间变
得更有温度，夜市管理更加人性化，
摊位规范与创新并存。这份制度的
包容与城市的柔性，正是激发青年
创业热情的“阳光雨露”。我们应看
到，在这些年轻摊主身上，既有新业
态的创新因子，也有实体经济的活
力火种。他们用微光点亮城市角
落，也用汗水浇灌梦想之花。

创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练
摊”也注定充满曲折。有市场的
波动，也有政策的规范；有现实的
拷问，也有身体的劳累。这份看
似朴素的坚持，恰恰道出了，每一
份可贵的梦想，背后都离不开脚
踏实地的努力；每一项微小的成
功，都源于对生活不敷衍、不妥协
的态度。

相信只要脚步坚定、方向明确，
每一个摊位，都是走向更广阔天地
的起点。让我们为这些奋斗在城市
烟火气中的年轻人鼓掌加油！

记者调查发现，宁波托育市场
呈现“冰火两重天”现象：优质“乳儿
班”一位难求，部分机构却面临招生
困境。

6月17日《宁波晚报》

不放心送托，是造成托育市场
“冰火两重天”的主要原因。家长的
不放心主要体现在婴幼儿在园的安
全照护、教师责任心以及观念认同
等方面。在家里，从喂奶、洗奶瓶、
换纸尿裤到哄睡、晒太阳、玩耍，一
个孩子往往至少要“栓”住一个大
人，很多家庭甚至要多人轮番上阵，

“乳儿班”里的老师能照护得那么精
心、细心吗？

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放心的背
后是不信任。乳儿班，要赢得更多
的信任票，需从多方面着手。

“乳儿班”的孩子年龄太小，无
法自我表达，家长又无法实时监
督，担忧由此而生。对此，有必要
在解决信息不对称上下功夫。比
如允许孩子的家人“旁观”，高频向
家长发送孩子在园的饮食、活动以
及睡眠情况，邀请家长来园体验，

让家长可以看到孩子在托班过得
怎么样，家长“看见”得多了，顾虑
自然会少。

安全是家长对“乳儿班”的重要
关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必由之
路。政府层面要出台相关管理办
法，推进婴幼儿照护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作为婴幼儿照护机构，更要
建章立制，创建品牌，赢得口碑，以
规则机制去回应家长的关切。

师资也是婴幼儿照护机构赢得
信任的重要因素。“乳儿班”的托育
服务，对保育老师的要求更高、更细
致。需要老师既懂教育，又懂科学
照护。目前，托育行业人才缺口较
大，供给严重不足，亟需培育相关人
才，将托育人才培养培训纳入学前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整体规划。同
时，提高现有师资水平，也是题中应
有之义。杭州拱墅区的一家面向6
个月至 1 岁孩子的乳儿班，不仅对
保育老师进行专业技能培训，还安
排老师去儿保门诊跟诊学习，也会
有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定期在托育园
指导。医育结合，科学照护，才能让
家长“放心托”。

“这个红按钮真管用！”6月16
日，宁波市海曙区杖锡化龙庄村的严
大爷轻按床头的红色按钮，脸上露出
安心的笑容。这名行动不便的孤寡
老人，成为村里首批用上“生命紧急
呼叫按钮”的受益者。

6月18日《宁波日报》

“救命按钮”的价值，不仅在于技
术层面的突破，更在于其背后蕴含的
人文关怀。对于独居、行动不便的特
殊群体而言，突发疾病时的无助与恐
惧往往加剧病情恶化。而这个触手
可及的红色按钮，就像一颗“定心
丸”，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安全感。它
让老人们知道，在危急时刻，自己不
是孤立无援的，社会的关爱与救援力
量随时能够抵达。这种情感上的慰
藉，某种程度上比单纯的医疗救助更
能温暖人心，彰显了社会发展中“一
个都不能少”的人文温度。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救命按
钮”的推广是基层公共服务精准化、
精细化的生动实践。它针对高山村
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结构，量

身定制解决方案，将科技手段与传
统人力救援相结合。急救桩分布在
主干道旁，确保公共区域的安全；安
装在独居老人家中，则实现了“点对
点”的精准守护。同时，系统还通过
培训急救员、建立联动机制等方式，
构建起完整的救援体系，这不仅提
升了基层应急救援能力，更为偏远
地区、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当然，“救命按钮”的长效运行仍
需不断完善。如何保障设备的正常
运行，避免因故障导致救援延误；怎
样持续提升急救员的专业水平，确保
救援质量；以及如何进一步扩大覆盖
范围，都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一个个“救命按钮”，就像黑暗中
的一盏盏明灯，照亮特殊群体的生命
之路。它不仅守护着每一个个体的
生命安全，更传递着社会对弱势群体
的关爱与责任。期待有更多类似的
创新举措落地生根，用科技的力量、
人文的关怀，为特殊群体撑起一片安
全、温暖的天空，让每一个生命都能
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