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天， 一段名为 “一线工
人安全帽” 的短视频上网。 视频
中， 领导戴的红色安全帽与工人
戴的黄色安全帽对撞之后， 黄色
安全帽顶部直接破碎， 红色安全
帽却完好无损 ， 显然 ， 工人的
“安全帽” 并不安全， 甚至可能
夺命。 随后， 这段被称为 “脆皮

安全帽 ” 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传
播， 引起更多人对于工人安全的
担忧， 视频当事人窦师傅也被推
上风口浪尖。上周末，他对记者坦
言，自己原本是在工地打零工，总
能找到活儿干。 但自从那段视频
广泛传播以来， 近期却找不到雇
主了，只得先回农村老家。他对今
后的生活也不无担忧。

这个结果可能出乎许多人的
意外， 但如果继续分析、 追问，
却应在预料之中。

“脆皮安全帽” 视频上网后，
许多网友、 各路媒体纷纷跟帖、
评论， 多数都是指责劣质安全帽
生产厂家 “昧良心 ， 发黑财 ”。
应该说， 义正辞严， 都很在理。
但比较起来， 指责购买这种夺命
安全帽的企业、 批评领导不顾工
人安危自己却使用坚固安全帽的

意见却少得多， 而这是两个很关
键的因素。 舆论 “放过” 了这些
责任者， 他们反过来 “报复” 当
事人， 也就不奇怪了。

众所周知， 资本是逐利的 。
生产厂家之所以敢生产劣质安全
帽， 是因为有人需要、 愿买。 需
要就是市场， 买卖才有利润。 而
购买劣质安全帽的企业， 无论是
领导者还是包工头， 也无非是为
了尽可能降低成本， 追逐利润最
大化 。 如此 ， 买卖双方一拍即
合， 却把工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
险境地了。 “脆皮安全帽” 揭示
的正是 “资本的逻辑”。

“脆皮安全帽” 揭示的另一
个值得追问的焦点是： 为什么领
导与工人使用的安全帽在质量上
有那么大差距？ 难道领导比工人
更多地活动在施工现场？ 领导的

命比工人更值钱？ 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 这种差距， 只能暴露出某
些人视工人生命如草芥的黑心，
这种黑心丝毫不比无良厂家逊
色， 甚至更黑。

正因为窦师傅“无意中”揭示
了资本的逐利性和某些人的黑
心， 所以他被许多心虚的用工者
拒之门外，找不到工作，相当于被
剥夺了劳动权。事实上，安全帽问
题并非今日才有， 也非今日被披
露。 窦师傅不过是将一个长期存
在的实际问题通过视频公之于网
络，不过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从广
义上讲， 他的行为已经不是为自
己，而是为更多的工人兄弟呼吁，
同时也在为政府劳动部门提供督
察线索，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安全
生产的有功之人。但是，他却为说
真话付出了代价， 个人生计陷入

困境。由此亦可见，一个普通劳动
者的权益保护是何等脆弱。

为公众利益发声， 即使是揭
露问题， 批评社会的人， 如果遭
遇不公， 就需要法律为之伸张正
义， 需要相关组织 （部门） 为之
维护权益。 这是一个社会良性运
转的基本规则之一。 否则， 敢于
揭示真相的人会越来越少， 对于
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害而无益。

此外， 窦师傅以在工地打零
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没有固定的
工作单位， 保护他的劳动权益难
度较大。 此时， 我们常说的工地
工会、 项目工会是否应该发挥作
用呢？ 是否应该检讨为什么没有
更早地发现问题， 并站出来为工
人说话呢？

“脆皮安全帽” 再追问 ， 牵
出问题一串， 值得我们思考。

■长话短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家庭重视孕
妇和新生儿的护理， 月嫂这一职业也越来越受欢
迎。 不少 “金牌月嫂” 月薪上万元甚至几万元， 供不
应求。 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 市场需求火爆之下， 月嫂
们的服务质量却良莠不齐。 单从培训上说， 有的月
嫂到培训机构交上1000多元学个10天， 就上门 “接
单” 了。 （4月23日 《工人日报》）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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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在线旅游消费须避“坑”

■世象漫说

“脆皮安全帽”再追问

管好“小作坊”
也是守护大民生

■劳动时评

青少年课外阅读变化
折射了什么

史奉楚 ： 4月22日 ， 一网友
发微博称， 顺丰快递工作人员私
自拆开客户包裹， 把东西散落在
床上发朋友圈佯装是他女朋友的
物品 ， 还加客户微信发信息骚
扰。 不私自开拆、 损毁快件作为
快递企业、 快递员最基本的从业
底线和职业伦理， 理当被严格遵
守。 无论是涉事快递企业还是监
管部门， 均应介入调查， 必须追
究涉事快递人员的相应责任。

私拆快递包裹
必须追究责任

针未尖 ： 市场监管总局有
关负责人日前在浙江召开的食品
小作坊监管工作现场会上指出，
要建章立制、 摸清底数， 加快法
规制度建设 ， 对小作坊100%登
记 ， 实施动态管理 。 对食品 小
作 坊 100%登 记 ， 实 施 动 态 管
理， 长期以来， 都有强烈的现实
紧迫性。 小作坊关系大民生， 管
好小作坊也是守护大民生， 有助
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及公众的获
得感。

为公众利益发声， 即使是
揭露问题，批评社会的人，如果
遭遇不公， 就需要法律为之伸
张正义，需要相关组织 （部门 ）
为之维护权益。 这是一个社会
良性运转的基本规则之一。 否
则， 敢于揭示真相的人会越来
越少， 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
害而无益。

“劳动清单”让劳动教育更有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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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消费者网联合北京阳光
消费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了
《在线旅游消费趋势与消费维权
趋势研究报告 （2019）》。 报告显
示， 在线旅游消费维权热点问题
主要集中在默认搭售 、 霸王条
款、 大数据 “杀熟”、 订单退改、
信息泄露 、 虚假宣传等十个方
面。 （4月23日 《工人日报》）

应该看到， 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在线旅游作为近现代
发展的新兴服务产业， 已有不可
阻挡的发展趋势， 而且相关统计
数据表明， 中国在线旅游预订市

场在逐步增长。故此，让消费者真
正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 其中的
“坑”不能不填平，否则消费者舒
适度不佳不说， 更有可能影响到
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对此，就须
多方位共同努力。首先，需要法规的
同步跟进。 在线旅游属于新兴行
业，目前缺乏成熟的发展经验。对
此，专家就建议，立法机构要根据
在线旅游新情况及时完善有关法
律法规， 为行业发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 ， 需要监管的持续加
码。 对于在线旅游不仅要创新监

管方式， 更应建立起政府多部门
协同监管机制。

此外 ， 需要行业的良好自
律。 于经营者而言， 背离依法与
诚信经营 ， 终归是一种短视之
举。 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9月
30日发布的 《关于规范在线旅游
平台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 ,
就对在线旅游平台提出了一系列
经营规范要求。 对此， 无论是企
业经营者还是行业自身， 均应该
恪守经营之道， 自觉对一切不法
经营行为说 “不”。

□李雪

□张刃

4月22日 ， 杭州富阳区教育
局向全区小学生发布了 《杭州市
富阳区小学 “新时代劳动教育”
指导建议》， 清晰地列出了小学
阶 段 学 生 参 加 “家 务 劳 动 ” 、
“校内劳动 ”、 “农场劳动 ” 和
“志愿服务公益劳动” 等四个方
面内容， 每个年级都有适合其年
龄特征的75件劳动事项。 （4月
23日澎湃新闻）

加强中小学生学校和家庭等
劳动教育可以让学生树立劳动意
识， 提高意志品质， 提升团结合
作能力， 同时有助于学生增强动
手能力， 掌握生活生产技能， 强
身健体增强体质， 还能缓解课业
压力 ， 在劳动中使身心得到释

放。 由此可见， 劳动不仅意味着
能力和技术的增长， 更多是智力
的提升和思维的发展等。

由于缺乏相对必要的劳动教
育推进路线图和时间表， 缺乏家
庭、 学校对劳动教育必要的 “对
焦”， 使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在推进相关劳动项目的教育上，
出现混乱和不一致。 比如按照学
校劳动教育安排， 一年级学生应
该能够垃圾分类、 洗袜子等， 但
由于各个家庭不同 ， 有的 家 长
会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这些教
育 ， 但有的家长却认为孩子还
小 ， 不让孩子学习这些劳动技
能， 如此只有学校要求， 但却没
有家庭等日常的较为一致的同步

引领和实践， 一年级小学生的垃
圾分类、 洗袜子等劳动教育自然
效果不佳。

这样， 此次杭州市富阳区推
出的小学生 “劳动清单”， 无疑
弥补了此前各地中小学劳动教育
推进过程中， 普遍缺乏相对明确

推进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遗憾， 为
学校、 家庭互相配合搞好孩子的
劳动教育 ， 既指明了实施的方
向， 也明确了较为清晰的时间图
谱等， 让小学生的劳动教育更有
力有效。

□鞠实

广州的“00后”都看什么课
外书？与“90后”相比有什么变
化？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4
月22日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
与发展中心发布了 “广州‘00
后’ 最喜爱的100本课外书”排
行榜， 榜单整体呈现数字阅读
热、幻想小说热、“治愈”小说热
三大特点。出人意料的是，武侠
小说不再受追捧，退出江湖。（4
月23日 《新快报》）

在电脑、 手机、iPad伴随下
成长的“00后”，目前已经进入
小学和中学阶段。 围绕青少年
课外书阅读， 广东省青少年事
业研究与发展中心通过调查对
比发现，“00后”和“90后”两代
青少年虽有相同之处， 但不同
之处更多。“00后”习惯手机和网络
等更为快捷的阅读方式 ， 而玄
幻、奇幻、魔幻、科幻、“治愈”等
超现实类小说， 似乎也更加符
合这一代孩子的阅读需求。

调查显示， 在问及青少年
如何选择课外书，87.6%的受访
者回答自主选择或同学推荐，
回答家长、 教师推荐分别仅占
1.9%和10.5%。这个回答其实并
不意外， 此前也有一项调查显
示： 近八成父母去书店只给孩
子购买与学习进度相关的教辅
书或者作文集， 其次是一些科
普和励志类的图书。不得不说，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 不少家长
和老师对孩子的课外阅读鲜有
正确认识， 他们更希望孩子的
课外阅读能为课内学业助力。
这无疑表现出太强的功利性，
忽视了孩子课外阅读的年龄特
点和需求特点。

“00后 ” 青少年课外阅读
的这些变化， 折射了一个时代
对阅读需求的变化。 “00后”
所处的 “海量” 信息年代， 与
我们过去 “书荒” 年代相比，
有天壤之别。 当下青少年课外
阅读的动机， 更是为了满足自
己好奇心、 获得快乐体验和解
答成长困惑的需求。 因此， 对
于童书作家和出版商来说，应
适应青少年的需求变化， 多创
作和出版一些拥有梦想与正能
量的图书。 □付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