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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雨

据 《浙江日报》 报道，近日，
记者走访调查杭城多家百姓健身
房，发现有的门可罗雀，在规定开
放的时间段，记者到访的两家位于
城市社区的百姓健身房均空无一
人。

百姓健身房不同于专业健身
房，多建于居民相对集中的城市社
区和农村，无偿或低偿供居民使
用。我省从 2020 年开始推广建设
百 姓 健 身 房 ， 当 年 即 建 成 1000
家，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成 2000
余家，遍布全省城乡。

近年来，人民群众的健身意识
不断增强，健身热情日益高涨，但
与此同时，健身场地设施不足矛盾
突出，“健身去哪儿”难题亟待破
解。建设百姓健身房，其目的就在
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方便
群众就近健身。这是为民办实事的
重要举措，理当受到广大健身爱好
者的欢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已经建成的百姓健身房中，
尽管有一些较为成功的案例，运营
状况良好，人气较旺，但总的来
说，效果不尽如人意，人流量普遍

不足，使用效率不高。有不少百姓
健身房门庭冷落，少有人光顾，以
致有的健身器材上落满了灰尘，有
的干脆一关了事。这一现象在农村
尤为突出。

百姓健身房遭冷遇，管理不善
是原因之一。重建轻管，是当前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管理中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百姓健身房公益性的定
位，决定了它不可能从中赢利。建
好以后，谁来管？如何管？后续经
费如何保障？在很多地方并未得到
很好解决。目前，除了少部分委托
第三方管理外，大部分实际上处于
无人管理的状态，顶多安排人开门
关门、开灯关灯而已，其他如专业
指导、活动组织等无从谈起。管理
和服务的缺失或不到位，必然很难
吸引和留住健身爱好者，门可罗雀
也就不足为怪了。

百姓健身房遭冷遇，根本的原
因则在于前期论证不够，对需求估
计过高。人民群众健身需求在提高
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喜欢什么样的
运动项目？需要什么类型的场地设
施？需要作精准的调查和分析，尽
可能做到有的放矢。有调查显示，
目前绝大多数人的主要运动方式为

健步走或跑步，跳广场舞和以小球
类为主的球类运动也占了相当大的
比例。相对来说，选择去健身房锻
炼的人并不多，能坚持的则更少。
究其原因，主要是技术要求相对较
高，如果缺乏专业指导很难达到理
想效果，且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因
此真正的健身爱好者一般会选择去
专业健身机构。在百姓健身房，虽
有人偶尔尝试，但因为运动项目本
身单调乏味，加之缺指导、少氛
围，经常性报到打卡者少之又少。
由此出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某
百姓健身房刚启用时热闹一阵，不
久即归于平静，变得冷冷清清。

如果说，一些建于城市社区的
百姓健身房还偶有中青年人群光
顾，尚有一些存在价值，建于农村
的百姓健身房的命运算得上惨淡不
堪。现在农村年轻人普遍较少，留
守的大都是老年人，让他们去练哑
铃、举杠铃、上跑步机跑步，实在
令人难以想象。可以这么说，目前
为数不少的农村百姓健身房在一定
程度上已沦为摆设，成为供人参
观、显示新农村建设成果的“政绩
工程”“面子工程”。令人忧虑的
是，此现象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

够重视。
百姓健身房遭冷遇，值得认真

总结反思。对于政府部门为民办实
事的情怀和改善民生的急切心情，
理应予以充分肯定，但不能因此忽
视或掩饰其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部
门如何切实履行好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职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以
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
需求，是个大课题，必须认真研究
思考。具体到百姓健身房的建设，
到底建多少数量为宜？如何选址？
如何加强后期管理？需作全面深入
的调研，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估。对
上述问题，必须最大限度地倾听民
意，集中民智，切不可一厢情愿想
当然，拍脑袋做决策，尤其要反对
好大喜功，片面追求所谓的大手笔
和轰动效应。否则，很可能事与愿
违，吃力不讨好，不仅很难得到人
民群众的认可和好评，甚至会损害
党和政府的形象。

百姓健身房缘何遭冷落

罗志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8 月 1 日发布“关
于坚决打击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
歧视的紧急通知”，严禁用人单
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曾经新冠
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由，拒绝
招 （聘） 用新冠肺炎康复者。严禁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和用工过程
中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实施就业歧
视。严禁用人单位随意违法辞退、
解聘新冠肺炎康复者 （8 月 2 日

《北京青年报》）。
当前，新冠肺炎康复者遭受就

业歧视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用人单
位在招工时，摆明的入职条件是

“历史无阳”，有的将到过高风险地

区甚至在方舱当过志愿者的求职者
也排除在外。不久前，一篇关于新
冠肺炎康复者求职艰难、躲在上海
虹桥火车站卫生间的文章引发热
议，就是典型例子。感染新冠肺炎
是一次伤害，就业歧视是二次伤
害，且就业歧视给康复者带来的不
良影响，往往比感染病毒更大。

为了让康复者免遭就业歧视，
相关部门可谓三令五申，不仅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多次提
及此事，而且今年7月13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要保障劳
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严禁在就业上
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
康复者。此外，相关部门在疫情信
息管理方面也不断提出要求，比如
要隐藏、不得随意公开、查阅康复

者的信息等。这次两部门再发紧急
通知强调此事，足以说明目前到了
不强力干预、不足以消除这种歧视
的地步。

让人困惑的是，一些用人单位
为何“不听劝”？这首先说明，用
人单位对于新冠肺炎普遍缺乏科学
认识。康复者的确可能“复阳”，
但占比微乎其微，在我国染疫总人
数不高的背景下，“复阳”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一味排斥“历史阳
性”，甚至对康复者充满恐惧，没
有科学依据。

当然，用人单位在这方面的过
度焦虑，也需要得到排解。这是因
为，一旦用人单位有康复者“复
阳”，该单位很可能要停工停产，并
采取消杀、隔离等措施，生产或许会

大受影响，于是只好通过招聘“历史
无阳”的人员来规避风险。也就是
说，消除这类歧视，除了用人单位对
疫情要有科学的认知之外，还得让
防控措施更加精准，尽量减少疫情
对生产造成的影响，并通过更全面
有效的纾困方式，帮助用人单位渡
过难关，消除“复阳”焦虑。

职工和用人单位，都是疫情的
受害者，双方理应互助而不是互伤。
因此，消除此类就业歧视，既要出台
硬性规定，对拒录、随意违法辞退、
解聘新冠肺炎康复者等行为给予坚
决打击，又需要通过关心和帮助，协
助用人单位做好复工复产，应对好
可能出现的“复阳”等现象，共同将
疫情带给个人和单位的影响降至最
低，为此类就业歧视釜底抽薪。

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的单位为啥“不听劝”

刘越祥

近日，87 岁高龄的“反劫机
英雄”俞永尧，在入党的第 60 个
年头，拄着拐杖，冒着酷暑，在女
儿的搀扶下来到甬江街道，向党组
织交了一笔 1 万元的“特殊党费”

（7 月 27 日 《宁波日报》）。
耄耋之年，依然不忘个人政治

生日，不忘党组织的培养教育，老
党员俞永尧对党的赤诚之心，尽在
这笔“特殊党费”。

人的一生，总伴随着恩情一路
前行，有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
授业之恩、党组织的培育之恩、他
人的帮助之恩等。对父母的养育之
恩，大家很清楚，也知道该如何回
报。然而，对党组织的培育之恩，
不少人是模糊的，甚至还常常打小
算盘，与组织讨价还价、斤斤计
较。比如，有的工作上付出了一些
努力、取得了一些业绩，就居功自

傲，伸手要荣誉、要待遇；有的在
一个位子时间长了，就猴子屁股坐
不住了，总琢磨着挪一挪、升一
升；有的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符
合个人利益的干，不符合个人的利
益不管不问，等等。存在这些问
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忘
了入党初心、忘了组织的教育培
养，一旦荣誉、待遇、升迁等个人
利益得不到满足，内心就易失衡，
满腹牢骚，得过且过，甚至铤而走
险，给组织丢脸、抹黑。

党给了党员政治生命，党员
的每一步成长，离不开党组织的
培养教育；每一点成绩，离不开
党组织给予的平台和机会；每一
份荣誉和待遇，离不开党组织的
关怀……老党员俞永尧一辈子记
得自己的政治生日，发自肺腑热
爱党，身体力行回报党，那 1 万
元的“特殊党费”彰显的正是他
的一片赤诚之心。

“特殊党费”彰显赤诚之心

陈广江

8 月 2 日凌晨，针对网络反映
的湖北监利市事业单位招聘“笔试
成绩3.17分被录取”一事，监利市
人社局发布情况说明称，该岗位计
划招聘1人，共有4人缴费报名，2
人参加笔试，成绩折合后分别为
54.17 分和 3.17 分，前者自愿放弃
面试资格，造成只有笔试成绩3.17
分的考生参加面试。鉴于此，取消
该岗位招聘计划 （8 月 2 日澎湃新
闻）。

无论公务员考试还是事业单位
招考，都存在“捡漏”现象。笔试
3.17分的人，综合排名第一，堪称

“捡漏王”。该考生《职业能力倾向
测验》 仅考了 9.50 分，《综合应用
能 力》 还 考 出 了 0 分 （或 为 缺
考），换算后笔试总成绩为 3.17
分。结果因报考人数太少，实际参
考人数更少，唯一的竞争对手又放
弃了面试，只剩下了这位“幸运”
考生。

招聘程序貌似没问题，但如
此“捡漏”经不起推敲。“有岗位
所需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是这
次公开招聘的基本条件之一，监
利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的技术
管理岗也是专业性很强的职位，
这名考生是否具备应有的能力应
打个问号。因此，不少网友质疑
事业单位招聘不设最低分数线的
合理性。

这次招聘在程序上也存在瑕
疵。根据招聘公告，每个岗位招聘

计划人数与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
原则上不应低于 1:3，否则要取消
该岗位的招聘计划；若有特殊情况
需要调整比例，须经过申报、汇
总、审批、公布等相关程序。该岗
位仅有一人参加面试，且笔试成绩
过低，是怎么通过核准备案的？引
发关注后，当地人社局迅速取消招
聘计划，说明此事在程序上有一定
问题。

相较于招聘过程中的漏洞，公
众更在意的是可能存在“萝卜招
聘”问题。现实中，像围标串标一
样，“围猎”事业单位招聘中的某
个职位并不鲜见。“笔试 3.17 分被
录取”事件过于极端，人们怀疑弃
考者特别是那名放弃面试资格者属

“陪考”并不奇怪。不难设想，如
果笔试成绩 54.17 分的考生参加面
试，笔试3.17分的考生基本没有机
会胜出。

退一步说，即使不存在“萝卜
招聘”问题，此事也有损事业单位
招聘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不管多么
缺人，事业单位招聘必须把好关，
不能有“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想
法。这边刚宣称“正常录取”，那
边就取消招聘计划，如此出尔反
尔，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岂不成了儿
戏？

当地人社局表示，针对网友反
映的情况，将深入调查，如发现违
纪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问责。更重要的是，如此招聘漏洞
应引起重视，以防止类似笑话式现
象重演。

笔试成绩3.17分进入面试：

取消招聘也需反思制度漏洞

王学进

7 月 30 日 傍 晚 5 点 50 分 左
右，鄞州区通途路福明路路口上
演了惊心一幕：一名小女孩从车
上掉到了马路中央，幸亏有诸多
司机出手救助，孩子得救了。这
暖心一幕，被当地媒体制作成视
频，得到人民日报客户端首页、
人民日报微博、央视新闻客户端
首页、新华社抖音快手等平台转
发、推送。截至 8 月 1 日傍晚，浏
览量已超亿次。视频中，“大家一
起开车门”这一幕，让网友感叹

“真是太暖了”（8 月 2 日 《宁波晚
报》）。

对于这件事，笔者与网友一
样，确实感到“太暖了”。不过，
感叹之余，对于这样的意外，笔者
更有所思考：小孩的妈妈在事件中
该承担什么责任。报道显示，当
时，红灯亮起，这名妈妈驾车等待
左转，小孩在后排座位处将身体探
出车窗。此时，左转绿灯亮起，车
辆启动前行，孩子翻出窗外，摔在
两个左转车道中间的实线上，妈妈
并未发现，径直驾车离去。显然，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妈妈应承担监
护不力的责任。

这不是一句“疏忽大意”就能
打发过去的，而是事关法律的严肃
问题。众所周知，儿童乘车存在三
大隐患：一是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
置，二是让儿童使用成人安全带，
三是被家长抱在怀里。这种美其名
曰“中国式保护”，其实是不科学
的。去年 6 月 1 日实施的 《未成年
人保护法》 第 18条明确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
环 境 ， 及 时 排 除 引 发 触 电 、 烫
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
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
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
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这为中国预防未成年人交通伤害
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使儿
童安全座椅成为儿童乘车出行的
必选项。

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
实施了一年，但知道上述规定的家
长并不多，绝大多数家长包括这名
小孩的妈妈，压根没想到在自家车
上不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是违法的。
否则，就不会发生上述惊心一幕。
如果不是路过的司机施救及时，小
孩因此受到伤害，妈妈怕是逃脱不
了法律的追责。

虽然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已经
入法，但 《未成年人保护法》 没
有对儿童安全座椅强制使用和儿
童乘车安全制度作更为细致的规
定，故需要 《道路交通安全法》
跟进。去年 3 月，《道路交通安全
法 （修订建议稿）》 增加了儿童
乘车安全的内容，对禁止儿童乘
坐副驾驶和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等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并制
定了相应罚则。

期望上述建议稿早日得以通
过，加快推动未成年人乘车安全保
护制度的实施。届时，配备儿童安
全座椅将作为一项法律措施被广大
家长熟知和执行，这样，小孩掉出
车外的意外就不会再上演。最后，
建议年轻父母不能止于感慨，而应
尽快在私家车的后座配备儿童安全
座椅。

孩子掉落马路中央
引发的思考

江德斌

短视频平台上，主播们上演炫
富“名场面”。有人很反感这种炫
富行为；也有人直言羡慕不已，希
望成为这样的“有钱人”。记者近
日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发现，炫富博
主为数不少，他们以奢侈生活为卖
点，有的是为了纯粹的炫耀，有的
则是通过炫富引流，植入广告牟取
利益。专家认为，部分博主为了吸
引流量大肆宣扬拜金主义和享乐主
义，引起青少年模仿消费和炫耀，
严重危害网络生态，亟须加强治理

（8 月 2 日 《法治日报》）。
网络炫富视频乃是屡试不爽的

“流量密码”。每一条炫富视频，都
吸引了大量网友围观，有无数点

评、转发，为网友所津津乐道。
而且，炫富内容越奢侈、涉及金
额越大，也就越能吸引流量。所
以 ， 部 分 网 络 主 播 为 了 引 流 牟
利，就有意将视频内容定位于炫
富，拍摄各种奢侈生活、炫耀豪
车豪宅等，通过富豪人设来吸引粉
丝，进而趁机兜售奢侈品，卖致富
教程等来牟利。

由此可见，所谓的网络炫富
视频，大都是主播有意为之，乃
是通过人为包装的手段，故意炒
作“有钱人”的人设。而且，包
装炫富人设的成本很低，炒作炫
富视频的收益却很大，由于绝大
部分网友对炫富内容的真伪缺乏
辨识力，被揭穿的概率很低，且
有大量网友追捧炫富内容，向往

富豪生活，这也是炫富主播趋之
若鹜的主因。

此前，就有媒体多次揭露，包
装炫富人设、内容非常简单，且已
形成了一条网络黑色产业链。网友
只需花 10 多元，便可购买大量制
造高端朋友圈人设的素材，如奢侈
品、豪车豪宅、余额账单、旅游休
闲甚至直升机购买记录等，还有不
同金额的股票账户、银行转账截屏
等。花几十元就可以买到各种豪车
的车钥匙；花费数十元到数千元不
等，可以租到各种品牌的名包、名
车、豪宅进行拍照。

而且，网络主播制作、传播炫
富视频，宣扬拜金主义和享乐主
义，亦触犯了相关规定。《网络主
播行为规范》明令禁止包括引诱打

赏、暴饮暴食、炫富拜金等在内的
31 种行为；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
部门从今年 4 月以来开展为期 3 个
月的“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
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色、丑、怪、假、俗、赌”等违
法违规内容呈现乱象。

网络炫富视频有悖社会道德，
容易误导大众认知。特别是未成年
人，会因辨识力不足，对炫富视频
信以为真，羡慕、模仿炫耀行为。
平台应履行主体管理责任，对炫富
视频严加限流，并对违规主播予以
降级、封号，不给炫富视频生存空
间。同时，应引导主播遵守法律和
社会道德，制作和传播符合主流价
值观的视频，共同营建清朗健康的
网络环境。

不给“炫富视频”留下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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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