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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面子”更重“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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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来信

今日金评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找
工作不一定要坐办公室。”正值毕
业生求职季，天津某高校的大四学
生赛飞说，会考虑跟着做装修的父
母干活。当前年轻人找工作更看重
什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1334名应届求职大
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近9成受访
应届生认为找工作“里子”比“面
子”更重要。以往，体面、稳定等“有
面子”的岗位颇受欢迎，如今，很多
年轻人在择业时更关注薪资待遇、
个人喜好、发展前景等各种“里
子”，蓝领岗位逐渐成为更多毕业
生的选择。

（5月24日《工人日报》）

不少年轻的“工二代”，甚至不
乏相当比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
二代”，不再完全顺应父母跳出“工
门”或“农门”的期待，不再拘泥于
光鲜、稳定的“面子岗位”，而是更
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更关注

就业的“里子”，更愿意选择父辈们
的蓝领岗位，是一种积极的就业变
化，对其个人以及就业市场都会产
生良性影响。

很多人对蓝领岗位抱有一定
偏见，认为蓝领岗位苦脏累，收入
低，保障差，不体面，没前途。其实，
近年来，不少蓝领岗位的收入逐渐
走高，有的岗位日收入可达数百元
甚至上千元，且岗位自由度较高，发
展前景也不错。部分具有“工二代”
背景的高校毕业生不再对“央国政”
情有独钟，不再执着于找“坐办公
室”的岗位，而是切换就业竞争的赛
道，把就业的“里子”摆到比“面子”
更重要的位置，这是在权衡利弊之
后做出的最优选择，彰显了务实理
性的就业观。同时，这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引导人们消除对职业教育的
偏见，凝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
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的共识，向职
业教育传递了正能量。

当然，就业选择终究是一种理

性行为，是一种综合各种因素和条
件的择优舍劣。有多少“工二代”或
有多少高校毕业生愿意选择蓝领
岗位，不在于他们的主观意愿，而
在于相关行业或蓝领岗位能够为
他们提供什么，有多强的客观吸引
力。这就需要相关蓝领行业或企业
顺应新一代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创
优工作环境，提升工资福利待遇，
保障好劳动者的各项权利，拿捏好
规范用工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的平
衡，提供更多人才认定机会和职业
发展机会，增强劳动者的职业尊严
感、获得感和社会认同感。人社部
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法院、工会
等应加强普法宣传和劳动监督，督
促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管理，摒
弃违法侵权行为，并依法依事实支
持劳动者的维权诉求，为劳动者当
好维权后盾，呵护劳动者的尊严和
体面，解除“工二代”或其他高校毕
业生选择蓝领岗位的后顾之忧。

李英锋

百姓话语

推行师生同餐制
不应只满足于保障食品安全

近日，珠海市教育局下发通知，
在市直属学校推行师生“同餐同菜
同价”制度，要求市直属学校食堂自
5月起面向全体教师和学生开放，
原则上不得设立教职工食堂。据了
解，倡导并落实“师生同餐”的不止
珠海，浙江丽水、浙江宁波、广东中
山火炬高新区等地也已全面落实。

(5月24日《新京报》)

梳理以往校园食品安全事件，
“中招”的通常是学生。这一现实很
直观地表明了，以往的学校供餐体
系，是存在“师生有别”的。一般来
说，很多中小学都设有“教工食
堂”，在家长和学生们看来，其选择
更多、菜品更优，也更可靠。经年累
月之后，这种事实判断，在很大程
度上形成了“价值判断”的刻板印

象。诸如“老师吃得好，学生吃得
差”之类的说法流传甚广，在情感
层面，其对于师生关系的伤害不可
不察。

就此来说，师生“同餐同菜同
价”制的推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
量，也即倒逼食品安全和促进师生
情感联系。在中小学阶段，学生们所
需摄入的营养、所能食用的菜品，其
实与成年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
从根本上决定了，“师生同餐”是具
备可行性的，其并不需要对制餐生
产环节做过多的改造。以往教师餐
更有“品质”，还是源于其作为一种

“职工福利”的属性。与之相较，学生
餐的出发点，则更多是“填饱肚子和
维持营养需要”，具有基础性和功能
性导向。

此番，珠海推行师生“同餐同

菜同价”，到底是推动学生餐对标
教工餐，还是引导教工餐看齐学生
餐，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前也有
一些地方取消了教职工食堂，而实
行“县域采购统一配送制度”——
其中很大的一个驱动因素，其实是

“降低成本”。而这，与师生们原本
的预期，或许多多少少还是有所出
入的。

“教师与学生在餐桌上共餐”，
固然有利于给食品安全加一道保
险。从这个意义上讲，珠海版本的

“同餐制”，可以看作是以往“校长
配餐制”的加强版。当然了，就学生
和家长们的期待而言，“吃得安全”
只是最基本的，借力这一新制度，推
动“菜品升级”“伙食改善”，才是加
分项。 然玉

向死而生
一场爱与生命的教育

近日，一则11岁男孩帮妈妈拍“遗
愿清单”的消息，引发了舆论关注。

“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怎么办
呢？”“我也不活了……”这是一年前，刚
得知妈妈癌症晚期时，10岁的何子申
给妈妈的回答。何子申的妈妈邓静，今
年37岁，乳腺癌转到肺，晚期。生命或
将进入倒计时，她决定挑战完成100个
人生心愿，“给我爱的人们留下一些东
西”。

（据央视新闻）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一个10来
岁的孩子，突然要面对失去母亲的劫
难，令人有揪心之痛。一个不到40岁的
年轻妈妈，又如何能割舍下两个年幼的
孩子？

令人敬佩的是，邓静勇敢地站了起
来。她在好友儿子的帮助下，开始了“遗
愿清单”系列视频的拍摄：爬山、看海、
学街舞，独自走进公共浴池，不理会他
人目光；她恶搞老公，与家人拍美美的
照片，放声大笑……

可怜天下父母心。想换个活法儿背
后，传递的是妈妈对孩子的深爱。父母
对孩子的爱是最无私和不计代价的，不
少父母身患恶疾不久于人世之时，为了
尽量减少对孩子的影响，往往会隐瞒病
情。可问题是，当父母遽然离世之后，缺
乏心理准备的孩子又如何能接受？一时
的隐瞒，会不会在孩子心中留下永远无
法弥补的遗憾？这样的“爱”是否太“自
私”，会不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确
实值得商榷。

父母之爱子，当为之计深远。邓静
的选择，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母
（父）子（女）一场，究竟应该给孩子留下
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围着孩子转
的父母们大多没有好好琢磨过。生命突
然被标明期限并很可能已经进入倒计
时之后，邓静不得不进行深刻思考。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我不想让儿子看到每天躺在床上病恹
恹的妈妈，我想成为有活力、有力气去
做事情的人。”邓静想给儿子留下的，
是激励指引孩子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

“就算未来我不在了，我也是陪着他的。
他看到妈妈在生病的时候，都可以那样
努力地工作和生活。未来他遇到困难，
肯定也不会认为是太大的事情，都能过
去！”这样的一份母爱，感人至深。

生老病死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
自然规律，邓静用自己的遭遇和坚强给
孩子上了一堂生命教育课。知道向死而
生的道理，才能直面死亡更好地体会生
命的意义，懂得珍惜生命。11岁的何子
申不仅不会再说那句“我也不活了”，并
且在磨砺中迅速成长起来，学会了积极
面对生活。在这方面，因势利导的邓静
无疑作出了极好的示范，启迪我们要善
于利用开发身边的资源有机开展生命
教育。

“妈妈，你要等我长大哦！”相信坚
强的人一定会收获幸运，创造奇迹。

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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