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2年 ， 上海工会将再建
800家 “爱心妈咪小屋 ” ， 使其
规模达到 2500家左右 ， 并试点
在企业内推出升级版———上海工
会 “职工亲子工作室 ” 。 这是
《工人日报》 记者在3月6日举行

的上海工会纪念 “三八” 国际妇
女节107周年 暨 “爱 心 妈 咪 小
屋 ” 创 建 升 级 推 进 会 上 获 得
的信息 。 （ 3月 20日 《工人日
报 》）

女职工们不仅需要在职场上
打拼， 更担当着母亲这一重要角
色。 但是也正是基于女性的特
殊 身 份 ， 她 们 在 就 业 时 不 仅
屡 遭 不 公 平 待 遇 ， 并 且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也 带 来 诸 多 不 便 。
尤其是 ， 生育孩子的女职工负
担更重， 一边是工作， 一边是襁
褓中的孩子， 两头都割舍不断。
在二孩政策放开后， 这样尴尬境
地更尤为突出。

为女性职工， 尤其是为职场
妈妈们做好贴心服务， 不仅体现

的是用人单位的责任心， 更彰显
了社会的温度。 上海 “爱心妈咪
小屋” 是为备孕期、 怀孕期和哺
乳期的职场女性提供的私密、 卫
生、 舒适、 安全的休息场所， 可
以说是办到了女职工， 乃至其家
庭的心坎上 。 自 2013年启动以
来， 规模已扩展至1765家， 受到
了 女 职 工 及 社 会 各 界 的 广 泛
好评。

同时 ， 爱心妈咪小屋升级
版———“职工亲子工作室”， 定位
于积极探索在职工需求集中且有
条件的企业、 园区、 楼宇等单位
开展职工子女的晚托、 暑托、 寒
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 应该
说， 这既是单位及工会组织为解
决职工燃眉之急的务实之举， 又

是对当前托儿所、 幼儿园及社区
托育点的有益补充， 可谓是 “一
举多赢”。

据报道， 尽管首批挂牌试点
的12家 “职工亲子工作室” 模式
不尽相同， 但 “暖心” 是其共有
特征。 比如， 携程旅游采取的是
朝九晚六 ， 跟着妈妈一 起 上 下
班 “ 同 进 同 出 ” 的 全 日 制 幼
托 模 式 ； 沪 江 教 育 的 幼 托 模
式 更 突 出 应 急 功 能 ， 其 “ 宝
宝 屋 ” 配 有 玩 具 设 施 ， 就 在
办公区域一侧， 还可以通过视
频软件， 随时查看孩子在 “宝宝
屋” 的情况。

实际上， “全面二孩” 呼唤
着多样化的 “托幼服务”。 让女
职工安安心心工作， 让孩子得到

很好的照顾， 也并非是不可调和
的矛盾 。 并且 ， 让孩子健康成
长， 不仅是妈妈们的事情， 也不
光是家庭的事情， 需要企业、 社
会和国家共同来努力。 从 “爱心
妈咪小屋 ” 到 “职工亲子工作
室”， 体现的是对女职工的 “厚
爱一等”， 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理念的践行。

让 “职工亲子工作室” 充分
发挥好作用 ， 不仅要 发 挥 好 单
位 的 作 用 ， 更 需 要 创 新 举
措 ， 依 托 专 业 力 量 ， 引 进
社 会 资 源 ， 不 断 规 范 管 理 流
程 ， 使 其 不 仅 建 得 好 ， 更 要
用 得 好 ， 在成熟的基础上 ， 也
可以尝试对社会开放， 努力扩大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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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育兵： 有这样一种看世界
的方式 ： 一边做义工 ， 一边旅
行 ， 通过自愿免费加入某种团
体， 在旅游的同时完成某项义工
活动、 帮助某个对象等， 在享受
旅行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
种方式， 叫做 “义工旅行”。 如
今， 义工旅行在年轻人当中已成
为一种时髦的旅行方式， 他们在
承担责任中感受美好， 和一群志
同道合的人一起放飞青春、 感受
世界。 义工旅行， 给人们提供的
是一种看世界的新方式。

戴先任 ： 20日晚9点30分 ，
西安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
布了地铁三号线问题电缆抽检结
果和相关问题调查进展情况。 据
通报， 地铁三号线低压电缆5个
抽检样品不合格， 当地将对问题
电缆全部更换。 西安地铁问题电
缆， 不仅值得当地吸引教训， 尽
快弥补漏洞， 严防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这也给拥有地铁的其他城
市敲响了安全警钟。

清理“奇葩证明”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府审改办获悉， 今年，

北京市全面清理市级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要求开
具的各类证明及盖章环节 ， 叫停 “奇葩证明 ”
“扯皮证明” 等， 像企业和群众书面承诺即可证
明的或者开具部门无权查证的证明一律砍掉， 以
减少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奔波 ， 变 “群众来回
跑 ” 为 “部门协同办 ”。 （3月21日 《北京日
报》） □王铎

□杨玉龙

“职工亲子工作室”建好更要用好
让“职工亲子工作室”充

分发挥好作用， 不仅要发挥
好单位的作用， 更需要创新
举措，依托专业力量，引进社
会资源，不断规范管理流程，
使其不仅建得好， 更要用得
好，在成熟的基础上，也可以
尝试对社会开放， 努力扩大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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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 手机
恶意程序可以做到侵入用户手
机、 获取个人短信、 通讯录等信
息， 用户却毫不知情。 然而， 这
类恶意程序在QQ群里、 淘宝网
上肆意售卖。 即使不会制作， 花
费20元， 甚至5元就能买到。 在
这个产业链上， 还有人专门出售
钓鱼网站， 以供恶意程序传播。
（3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相比于利用手机病毒可能获
取的巨大收益， 手机病毒本身竟
然卖出了5元钱的 “白菜价”， 难
怪会引来不少追随者。 然而， 手
机病毒生意的 “红火”， 必然伴
随着手机用户信息及网络安全的
沦陷， 其背后隐藏的巨大的手机
安全风险漏洞， 亟待填补。 笔者
以为， 彻底肃清恶意手机APP程
序， 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其一，应加强APP应用程序的
发展管理 ， 从源头上遏制恶意
APP的泛滥。 2016年8月1日起施
行的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 中规定，“APP提供
者不得利用APP从事危害国家安
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
得利用APP制作、复制、 发布、 传
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
此举对于规范手机APP市场、 保
障手机互联网安全， 发挥了较大
作用。 但我们在手机APP应用程
序的发展管理上仍有欠缺， 亟需制
定更为严格的审核、发布规程。

其二， 应严厉惩治恶意APP
的制作者及传播者， 以此进一步
打击恶意APP的黑产业链。 杀灭
手机病毒等恶意APP， 不但要盯
紧其 “生产出口”， 还要严管其
“销售路径 ” ， 即依法对 “产 、
销、 购” 等各类利用恶意APP进
行谋利的行为进行惩治。

其三， 应引导广大用户正确
使用APP应用程序， 养成健康安
全的手机使用习惯。 恶意APP在发
布或转卖成功后， 还需要最重要
的一个步骤， 才能够最终发挥作
用———那就是用户的下载安装使
用。 若是用户能够学会正确使用
手机和APP应用程序， 例如坚持
从正规平台下载APP， 以及安装
安全软件， 便等同于堵死了恶意
APP进入用户手机的大门， 使恶
意APP再无用武之地。 □侯坤

■有感而发

防走失平台展现制度温情
亲人走失牵挂人心， 既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痛点，同时消耗大
量警力、精力。记者20日从福建省
公安厅获悉，为解决这一问题，福
建省公安厅打造了公安搭台、群
众参与、社会联动的“牵挂你”防
走失平台。（3月21日新华网）

人员走失， 不仅给家庭造成
严重伤害， 也是社会之痛。 这些
走失人员多为老人和孩子， 或者
就是智障人员， 这些人员记忆力
较差， 外出很容易迷失方向， 稍
有不慎就可能走失， 很多时候，
人员走失后， 除了报警， 就是依
靠家人的力量进行寻找， 可是这

样的寻找方式不仅需要耗费巨大
的成本， 比如时间和精力， 而且
常常是大海捞针， 一无所获。

众人拾柴火焰高。 对待走失
现象，应该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建
立完善的寻人机制， 对提供的信
息充分对比和审查， 有针对地寻
找，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盲目寻找
导致的成本， 也能增加找回的几
率，这种“牵挂你”防走失平台就
是这样一种形式， 这种平台充分
调动社会力量， 不仅及时发布走
失人员信息， 也能及时进行信息
比对，比起一个家庭的单打独斗，
漫无目的的寻找， 这种平台不仅

可以提升走失人员的信息传播
率，通过信息比对，也能够有的放
矢，也能提升寻找的准确率。

只是， 即便这种防走失网络
再健全， 还是应该做好老人和孩
子， 以及智障人员的看管工作，
采取积极措施， 防止人员走失，
比如给这些人员佩戴信息手环，
或者在衣服上缝制家庭联系方式
等， 一旦走失， 也可以方便好心
人联系送回。 防走失平台不仅科
学有效， 而且释放出巨大的制度
温情， 是一种人性化、 科学化的
设计， 值得肯定和赞扬， 更值得
推广复制。 □刘剑飞

■每日观点

面对人工智能我们应如何应对

“义工旅行”
是看世界的新方式

保卫手机安全
须建三道“防火墙”

地铁“问题电缆”
敲响安全警钟

3月19日 ，长沙 ，由我国自主
开发研制的驾驶人培训教学机器
人在湖南省驾培行业服役。 今后
学车， 您将能获得更智能化的教
学体验。据悉，机器人教学大规模
进入驾培行业在全国尚属首次，
湖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做到
驾驶人培训、考试全智能化。（3月
21日《工人日报》）

自打汽车出现的100多年来，
学习驾驶技术无外乎两种方式，
早年间，想拿车本儿，就得跟着一
位师傅学，等学的差不多了，再到
车管所参加考试。 没个一年半载
的，拿不到车本。后来，有了驾校。
就到驾校学， 一个教练带上若干
个学员，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

通过规定的学时和学习科目后，
参加考试，合格后拿到车本。

今天， 我国第一个机器人教
练出现了， 从驾车培训到考试全
部实现了智能化， 打破了传统的
学车方式方法。今后学车，有可能
你的身边没有教练， 而只是一位
机器人，它会向你发送各种指令，
纠正你的驾驶错误， 对你的驾驶
行为进行评判。

如今， 各种人工智能蜂拥而
至， 正在快步走进我们的生活。
从穿戴设备、 智能汽车到工业机
器人、 服务机器人、 智能家居、
远程医疗等等。 面对人工智能的
出现，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呐？ 首
先， 应对人工智能持欢迎态度。

因为人工智能的目的更多是为了
解放人类劳动， 将人类从低效率
等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以学习
驾驶技术为例， 以前都是凭教练
对学员的驾驶动作是否准确到位
做出判断和指导， 而每一位教练
的水准参差不齐， 表达的准确度
也大不一样， 这样就会使学员的

学习遇到困难。而机器人教练，则
是通过各种数据的传输和分析，
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指导； 其次，
要加强学习， 以适应人工智能的
日益普及的发展趋势。 在现有的
知识技能基础上， 对人工智能有
更多的了解， 跟上时代科技发展
的步伐。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