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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别人撑伞”是最动人的善意传递
郭元鹏

乐见宠物经济对各行各业
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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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时节已经来临，不少人开启晒背“养阳”模式，在最热的时段进行
阳光浴；也有些人趁盛夏减少热量摄入，实现更好减重。其实，这些听起来
合理的操作有可能走进误区，造成一些健康隐患。 7月24日《科技日报》

近日，慈溪95后“掏粪男孩”潘浩
男上了热搜。他上班开粪车，下班开
奔驰，买了房和车。最近，他的幼师女
友毅然辞职，从安徽亳州“千里奔爱”，
他将这段故事发到短视频平台后，上
了热搜，收获了无数点赞和祝福。

本报今日A08版

潘浩男的故事确实特殊。他并非
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线
掏粪工——大学学影视编导，接手家
族企业后管理团队，开粪车是工作，开
奔驰是生活。这种“双重身份”让他的
经历多了层戏剧性，却也容易模糊一
个关键事实：他的“高薪”更多源于家
庭经营的积累，而非普通一线掏粪工
的普遍境遇。公司普通工人月薪约
7000元，虽高于部分体力劳动岗位，但
远未达到“5天赚8100元”的网传夸张
数字。所谓“白天粪车、夜晚豪车”的
反差，本质是个体创业者的生活状态，
而非一线劳动者的共同图景。

这恰恰折射出社会对职业认知的
深层矛盾：我们习惯用“收入高低”“工
具好坏”来丈量职业的价值，却常常忽略
劳动本身的社会意义。掏粪工的工作或
许不够“光鲜”，但每一车粪便的清运，都
是城市卫生防线的最后一块砖——没
有他们，化粪池堵塞、污水横流的场景
会成为常态。这种“脏活累活”的基础
性价值，本应被社会看见，却被“高薪滤
镜”或“职业标签”遮蔽了。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潘浩男开着奔
驰出现在街头，有人看到的是“逆袭成
功”，有人警惕的是“职业美化”。这两
种情绪的背后，藏着一个共同的认知误
区：把职业尊严简化为“体面生活”的符
号。可真正的尊严，从来不是开什么
车、穿什么衣服，而是劳动被尊重、付出
被认可。就像潘浩男说的，他想成为

“掏粪行业里的状元”——这份对职业
的专注与热爱，比奔驰车更接近尊严的
本质。

当然，潘浩男的案例也有启发意
义：传统职业并非只能“苦哈哈”地维
持，它完全可以通过创新（比如用视频
记录工作、打造个人品牌）焕发新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成功学”的
滤镜包装所有基层劳动。比起渲染“掏
粪工也能开奔驰”的个案，我们更需要
关注的是：一线掏粪工的高温补贴是否
足额发放？他们的劳动保护装备是否
到位？职业病预防机制是否完善？这
些具体的权益保障，才是消除职业歧视
的根基。

职业从无高低，只有分工不同。无
论是开粪车的潘浩男，还是开奔驰的他，
本质上都是靠劳动吃饭的普通人。社会
真正需要的，不是用“高薪”或“逆袭”给
职业贴标签，而是学会平视每一种认真
活着、努力付出的姿态——当我们不再
用“车钥匙”丈量尊严，当每个劳动者都
能在岗位上获得基本的尊重与保障，那
才是对职业价值最深刻的诠释。

7月21日，位于鄞州区首南街道的
宁波重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捐赠记录
簿上又添一项内容——郭云峰一笔52
万元的捐款。至此，郭云峰对“未成年
人心理成长关爱专项基金”的捐赠额突
破750万元。10年前的这一天，郭云
峰曾因抑郁症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也是
他自我救赎之路的起点。10年间，他
已累计捐赠千万元善款。他说：自己淋
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7月24日《宁波晚报》

郭云峰的“撑伞”之路，起点是一
次与死神的擦肩。10年前，抑郁症让
他坠入深渊，而如今，他用千万捐款为
困境中的未成年人搭建“心理防护
网”。这种转变，藏着善意最本真的逻
辑：那些曾在黑暗中得到的微光，会让
人本能地想把光传给更多人。他没有
沉溺于过去的痛苦，而是将经历转化
为理解他人的“密码”——正因为懂得
抑郁症的煎熬，才更清楚心理关爱对
未成年人的重要性；正因为体验过绝
望中的挣扎，才更迫切地想为他人递
去希望。这种“推己及人”的善意，比
空洞的慈善口号更有力量。

在现实中，“撑伞”未必需要千万
捐款这样的“大手笔”。它可以是公交
车上为老人让座的起身，可以是看到
流浪者时递出的一瓶水，可以是对陷

入情绪低谷的朋友说的一句“我在”。
就像郭云峰的善举，最初或许只是一
份朴素的心愿，却在10年坚持中汇聚
成巨大的能量。真正的善意，从来不
怕微小，怕的是缺乏行动的勇气。每
个人的处境不同，能提供的“伞”也各
异：有人用财富助力，有人用时间陪
伴，有人用专业技能帮扶——重要的
是，当看到他人“淋雨”时，不做冷漠的
旁观者。

社会的温暖，正是由无数把“伞”
共同撑起的。郭云峰的故事之所以动
人，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坚持，更在于它
印证了“善意是会传染的”。当一个人
从“被帮助者”变成“帮助者”，当一份
善举引发更多人效仿，整个社会的善
意生态便会逐渐形成。就像“未成年
人心理成长关爱专项基金”，它不仅能
直接帮助困境中的孩子，更能让更多
人关注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吸引
更多人加入“撑伞”的行列。这种传
递，让个体的善意突破了时空限制，形
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想为别人撑把伞”，说到底是一
种共情能力的觉醒。它让我们明白，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人的困境可能
也是我们潜在的处境。郭云峰用10年
的行动证明：哪怕曾经历风雨，也能成
为守护他人的力量；哪怕只是微光，也
能照亮一片角落。

要说2025年哪些领域招聘最
火，宠物行业当有一席之地。智联
招聘近日发布的《2025年二季度人
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今年第二季
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
数增速，居所有服务行业之首。从
城市类型来看，新一线城市对宠物
服务行业人才需求最旺，以34.4%
的占比领跑榜单。

7月24日《宁波日报》

当宁波的宠物训导基地里 70
条狗狗同时接受训练，当异宠医生
的月薪飙升至1.5万元，当城市街头
涌现越来越多的“宠物友好”设施，
我们正见证着一个新兴经济形态的
崛起。宠物经济已不再是边缘产
业，而是以 72.2%的招聘增速成为
服务行业的领头羊，其影响力正如
同涟漪般扩散至就业市场、城市规
划和教育体系等多个维度。这场由
爱与责任驱动的经济变革，正在重
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宠物经济的繁荣首先在就业
市场掀起波澜。从传统的宠物美
容、医疗到新兴的宠物心理辅导、
殡葬服务，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然
形成。宁波三生生物科技等企业
竞相投入宠物药品研发，吉力生物
科技开发出十余种宠物用药，这些
现象无不昭示着产业升级的轨
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宠物经济创
造的就业岗位具有明显的“情感劳
动”特征——从业者不仅需要专业
技能，还需具备对生命的尊重与理

解。这种融合技术与情感的复合型
人才需求，恰恰反映了后工业时代
就业市场的新趋势，也为解决结构
性就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宠物经济的辐射力已超越商业
范畴，悄然改变着城市的人文肌
理。宁波成为全国“宠物友好”主题
酒店最多的城市，商场设置宠物设
施，机场推出爱宠服务，这些变化绝
非偶然。一座允许宠物与主人共同
参与公共生活的城市，本质上是在
重构现代都市的人际关系网络。当
冰冷的钢筋水泥中融入更多生命互
动的温度，城市便获得了新的情感
维度。这种变化不仅提升了市民的
生活品质，更培育了一种更具包容
性的城市文化——在这里，每一个
生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面对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教
育体系理应做出前瞻性回应。当前
市场上异宠医生、宠物营养师等专
业人才的高薪难求，暴露出人才培
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断层。高校有
必要考虑设置宠物医学、动物行为
学等专业方向，职业教育体系也应
及时开发相关培训课程。这不仅关
乎产业人才储备，更是教育服务社
会功能的体现。

从就业市场到城市空间，从教育
体系到社会伦理，宠物经济的辐射效
应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
是数字的增长，而是人的幸福与生命
的尊严。在这场产业革命中，我们既
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共同书写着
关于责任与陪伴的新时代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