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6月底就进入放假模式，
但青年老师们还在忙工作， 怎么
办 ？ 为解决青年教师的后顾之
忧， 从2016年开始， 复旦大学工
会就办起了爱心暑托班。 今年的

爱心暑托班与专业团队共同为复
旦教职工子女———“复二代 ” 们
策划了为期三周的丰富多彩的暑
托班生活 。 （ 7月 7日 《劳动
报》）

暑假来临， 孩子看护是众多
家庭面临的现实之难。 一些用人
单位的举措值得倡导。 以新闻中
提到的复旦大学工会为例， 每年
工会举办的暑托班， 已成为复旦
大学为教职工服务所办实事之
一， 不仅让孩子们有了 “立身”
之所， 更是为广大青年教职工所
津津乐道， 甚至已经成为复旦工
会重要的服务品牌之一。

孩子暑假看护难， 不仅是家
庭困难， 更是一道需要社会共同

纾解的课题。 毕竟， 一方面孩子
家长需要工作， 为了养家糊口打
拼， 另一方面孩子需要照顾， 尤
其是一些双职工家庭， 放暑假就
意味着孩子没人看护， 由此引发
的安全隐患， 无疑令人揪心。 但
是， 纾解这一问题， 仅靠家长自
身能力， 远远不够， 社会力量的
帮衬就凸显重要。

从现实来看， 为了应对托管
难， 一些地方也是积极行动。 诚
如媒体报道， 在托管选择上， 信
任度最高的有三种， 政府主导的
公益托管班， 大型企事业单位主
办的托管班， 由工会等社会组织
办的托管班。

而湖北天门市的做法也同样

值得称道。 由市总工会主办， 市
工人文化宫等相 关 单 位 承 办 。
托 管 班 属 公 益 性 ， 托 管 费 全
免 ， 托 管 对 象 为 全 市 企 事 业
单 位 在 职 职 工 子 女 ， 其 中 特
别 指 出 ， 城 镇 建 档 立 卡 困 难
职 工 子 女 等 优 先 ， 入 托 学 生
只需交纳午餐费 360元 （15元 /
天 ） 、 学生个人月保险费34元 。
这样的举措， 无疑能够纾解职工
家庭的现实难题。

当然， 也应利用好社会托管
班 。 不过 ， 也需要解决两个问
题， 一是加强机构资质、 托管能
力 、 环境条件 、 师资力量等监
管， 谨防市场乱象丛生； 二是尤
须把好安全关， 以防范一些机构

导致的伤娃现象。 同时， 从消费
者角度来看， 无论选择什么样式
的托管机构， 应以尊重孩子的意
愿为基础， 不应因为托管而给孩
子增加课业负担。

据统计， 我国在校小学生人
数近1亿， 需要托管服务的不在
少数， 寒暑假儿童 “看护难” 问
题亟待破解。 同时， 从用工单位
角度来看， 也应体谅有孩子家庭
的现实之难。 比如， 可以结合自
身实际， 为职工看护孩子提供一
些便利； 还如， 可以在职工假期
上更灵活些， 能够让职工抽出时
间陪伴孩子。 总之， 全社会共同
努力， 孩子的暑假定能够有个好
去处。

■有话直说

6月25日由中国健康传媒集团舆情监测中心发布
的 《2018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报告》 显示， 2018年我
国食品安全谣言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影响范围和危
害有所减少， 但食品安全谣言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
食品安全谣言的全链条、 智能化、 立体治理格局还有
待完善。 (7月7日 《工人日报》)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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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万事屋”

天歌 ：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7
日有限开园， 首批游客近距离领
略了 “新科” 世界文化遗产良渚
古城遗址。 目前， 遗址公园需预
约参观， 同时出于有效保护遗址
的需要， 每日限流3000人。 据了
解， 自公园开放预约以来， 已有
上万人参与预约。 世界文化遗产
公园需要 “有限开放”， 很多普
通的景区景点同样需要 “有限开
放”， 需要对游客采取限流政策，
而不是本着多多益善， 人越多，
门票卖得就越多的原则来进行经
营和管理。

“有限开放”应成
部分景区新常态

李雪：近期，各地中小学陆续
进入暑期， 假期学生的安全教育
成为重点。教育部发文提醒：暑假
是溺水高发期， 希望广大家长增
强安全意识，尤其要教育孩子，遇
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
救。暑期安全须有全民责任意识，
更须全社会共同担当。比如，对于
存有安全漏洞的河边及时告知相
关部门， 每个人尽力而为， 暑期
发生的悲剧也就会大大减少。

孩子暑假看护难，不仅是
家庭困难，更是一道需要社会
共同纾解的课题。 毕竟，一方
面孩子家长需要工作，为了养
家糊口打拼，另一方面孩子需
要照顾，尤其是一些双职工家
庭，放暑假就意味着孩子没人
看护， 由此引发的安全隐患，
无疑令人揪心。

“近视矫正机构”乱象亟需“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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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区开几天就关的店铺隐
喻着 “错过将不再拥有”， 别具
一格的装修环境下， 既能买到潮
流单品 ， 还能参与互动游戏打
卡， 刷爆朋友圈。 ———据网络媒
体统计 ， POP-UP STORE， 也
就是 “快闪店”， 成了年轻人群
中出现的高频率词汇前三名， 已
抢占新零售下商业模式的流行C
位。 （7月7日 《北京青年报》）

“快闪店就像是实体的网页
弹窗”，在快闪店概念的发源地美
国， 有位作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形
象的比喻。店如其名，这种业态的
经营方式， 往往是事先不做任何

大型宣传， 到时店铺突然涌现在
街头某处，快速吸引消费者，经营
短暂时间，旋即又消失不见。

不过， 快闪店的走红背后也
暗藏隐忧。消费不是一锤子买卖，
店铺可以“快闪”，消费者却不能
“买定离手”。 在快闪店 “开过就
关”之后，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
无疑是个现实问题。 前不久就有
媒体曝光，有些网店以“快闪”为
噱头，卖完东西就消失，消费者无
法得到应有的售后服务。

对此，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
管 ， 督促商场主动承担责任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三

条规定， “消费者在展销会、 租
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展
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
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 柜台
的出租者要求赔偿。 展销会的举
办者、 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 有
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
在快闪店遇到消费问题， 消费者
可以向所在商场 、 购物中心索
赔。 只有厘清商场的连带责任，
才能促使其在出租店面时加强审
核， 避免一些无良企业趁机浑水
摸鱼。 □张淳艺

□杨玉龙

暑假已至， 你是否也在为孩
子愈发低下的视力焦虑？ 最近，
西安街头大大小小的视力矫正机
构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咨询者。 专
家称治疗近视的方法噱头不少，
近视矫正机构其实就是做生意，
门槛低夸大宣传不要被忽悠了，
并警醒大家， 号称降低度数都是
假的。 （7月7日 《华商报》）

眼科专家表示， 在目前医疗
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治愈的。
当前， 那些标榜能够让孩子恢复
视力的视力矫正机构， 大多数充
满水分， 有些机构还玩起了文字
游戏，不知不觉让家长进入陷阱，
不但没有治好孩子的近视， 反而
浪费了大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更有甚者， 一些治疗手段本身就

是不科学的， 对孩子的眼睛有伤
害的， 如果因为治疗而让孩子受
到了伤害，家长将会后悔莫及。

既然如此， 为何广大家长还
对那些所谓的 “近视矫正机构”
趋之若鹜呢？ 这里面主要有三个
方面的原因：其一，因为爱，所以
愿意尝试，所以相信奇迹。家长们
求医心切而又不了解相关的信
息， 只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
其无的态度，宁愿花冤枉钱，也不
愿留下遗憾。其二，当前正规的视
力矫正机构数量严重不足， 有关
的正规医院人满为患。 其三， 相
关部门的监督和打击不力。

“近视矫正机构” 乱象亟需
“矫正”， 这里的 “矫正” 一方面
需要广大家长擦亮眼睛， 树立科

学思维， 从科学角度认识视力矫
正问题， 既要清楚随意选择视力
矫正机构会成为孩子近视持续加
深的诱因， 又要通过科学合理的
措施预防和控制近视加深， 切不
可 “病急乱投医”， 给孩子带来

伤害。 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应对
症下药 ， 重拳打击黑心治疗机
构，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增加正
规治疗机构的数量， 维护消费者
权益， 让家长不再为孩子的诊治
发愁。 □盛人云

万事屋 ， 源自日本漫画 ，
指可以帮助人们做各种事情的
地方。 当人们遇到麻烦或困难
时， 可以寻求它的无偿帮助 。
在广西南宁 ，就有这样一个
团队 ，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
在大街小巷 ，解决顾客五花
八门的需求———代替父母去
学校开家长会 、代人到公司
开会签到打卡 、接送小孩上
下 学 、 帮 忙 喂 食 家 中 的 宠
物 、假装女孩的男友带人逃
离混乱的酒局……当然， 这
些服务是要收费的。

这样的场景， 让人想起早
年根据王朔同名小说改编， 葛
优、 张国立、 梁天等人主演的
电影 《顽主》， 讲述了三位无
业青年， 在北京开了一家 “三
T公司 ”， 专门替人解难 、 解
闷、 受过的故事。 尽管作为讽
刺喜剧， 其中情节不免荒诞 ，
但 也 真 实 反 映 了 人 们 实 际
生活中的某些急需 、 特需 ，
而 且 自 己 办 不 到 ， 只 能 请
人 帮 忙 。 南 宁 那 个 团 队 的
大 多 数 订 单 内 容 ， 正 是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常 遇 到 的
困境 。 有了帮忙 “跑腿” 的，
解决了燃眉之急。 这样的服务
的确是生活现实需求。

除了普通订单 ， 还有一
些 奇 葩 需 求 。 南 宁团队的
宗 旨 是 ， 只 要 肯 花 钱 ， 且
在 合 法 的 范 围 内 ， 就 尽 可
能 满 足 。 譬 如 ， 有 人 要 求
他 们 派 人 在 午 夜 12点 带 束
黄菊 到 坟 地 上 香 ； 一 个 女
孩 失眠 ， 叫人到家里看着她
睡觉…… “他们拿钱买时间，
我们拿时间赚钱。” 这种交换
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

需要注意的是， 特殊需求
大多是私人乃至私密的， 跑腿
服务要讲求信誉和质量； 某些
需求是有诱惑的 ， 提供服务
要 懂 得 什 么 该 做 ， 什 么 不
能 做 。 这里 ， 合法 、 依规是
个重要原则。

“替人跑腿 ” 服务在许多
城市还很少见， 或者即使有了
也不成气候。 需要就是市场，
有经济头脑的人已经率先做起
来了， 而且有了口碑， 城市管
理者是否也该有所考虑和行
动， 使之规范起来呢？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