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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苏州高新区朗香小区业主乐开了花，小区业委会发
大红包啦！606户人家总共领到了24万元。原来，小区业委会
和物业签订了协议，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了小区的公共收益。其
实，发这“公共收益”红包的并不止这一家！早在2015年7月份，
园区都市花园就将公共收益126万元以物业补贴发给了业主。

11月9日澎湃新闻

业主分享广告收益红包的“苏州经验”，应该同样适用于其他
住宅小区。 王铎 画

生活中，不少人喜欢把自己学习的过程发在微博、微信等社
交平台上。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5名受访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9.1%的受访者会在生活中
有意识地自我学习提升，72.2%的受访者会在社交网站“晒”自己
的学习成果，56.0%的受访者认为在社交平台“秀学习”是为了分
享学习过程中的感悟。 11月9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在社交平台“秀学习”的做法，有人认为有一种“装”的感
觉。也有人觉得，不管形式怎样，能够坚持学习就好。我是比较
倾向于后一种认识的。不管学习成效如何，“秀学习”者起码能够
主动学习，这比起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与知识接触少，与吃喝、游
戏等休闲娱乐接触多的人来说，是一种进步。

如果硬要说“秀学习”者是在“装学习”，就有些主观臆断了。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主观臆断者不是“秀学习”者本人，又焉知
人家有没有学进去、有没有收获呢？再说，他人在社交平台“秀学
习”的动机，有的是想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有的是想展现自己的
兴趣爱好，有的是想在社交平台记录自己的日常动态，有的则是
希望通过“秀学习”督促自己……总之，并不都是想给他人留下

“爱学习”的印象。
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秀学习”者中确有“装学习”者，但

更多的应该是真正的学习者。可以这样说，在社交平台“秀学习”
的人多了，有利于推动爱学习成为社会风气。在现代信息社会，
科技迅速发展，创新频率加快，信息与知识急剧增长，知识更新周
期缩短，这样的社会更应是学习型社会，需要我们终身学习。于
此而言，“秀学习”是在为推动全社会爱学习造势。“秀学习”者多
了，会带动更多人投入到学习中去的。“晒学习”总比晒财富、晒宠
物、晒吃喝强得多吧？

一位网友曾在知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在朋友
圈晒美食都是赞，晒读书都是回复“装”？另一位网友对该问题的
回答更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称“吃货”，但不是每个人都
能静下心来读书。不是每个人都能静下心来读书或学习，这恐怕
才是我们最应该反思的地方。常言说，“富而不学，富不久；穷而
不学，穷不尽”，所以无论富贵还是贫穷，都需要学习。在这个社
会上，有学历的人仍有可能落伍，但有学习能力的人是不会被淘
汰的。

说到“人文社区”这个概念，江西吉安市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欧阳祖隆并不
能一字不漏说出它的定义。但谈到自己的小区，他用了一个实例来说明邻里间的
温暖关系：“我所在楼栋有48户人家，邻居之间相互留钥匙给对方的达到百分之
七十左右。” 11月8日 新华网

伴随着社会变迁，某种意义上邻居成为有名无实的“空壳子”。尽管在同一个
商品房小区共处，许多邻居之间只是单纯的地缘关系，物理距离的接近，并不意味
着心理距离的缩减。在信任缺失、不确定因素增多的风险社会，许多人并不愿意
向邻居寻求帮助。邻居之间“互留钥匙”，不少人都不敢去相信了。

社会流动的加速，让同一个小区的居民们具有很强的异质性。生硬冰冷的钢
筋水泥，建构了一道道人为的藩篱；坚固牢靠的防盗门，让人们的内心渐趋封闭；
麻木、冷漠的不良心态，给邻里互动建构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对门之间“相
见无语”，楼上楼下擦肩而过“面无表情”，我们在享受商品房带来的保密与隐私的
同时，也承受了人情味流失的困窘。

如何促进邻里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融合与社区治理，成为摆在每一个
城市社区面前的现实考题。“有交往就有邻里、有参与就有幸福”，以建立新的朋友
圈、寻找新的交往渠道、获得新的社区参与机会为重点，发展居民相同的兴趣爱
好，寻求生活上的守望相助和情感上的认同支持，逐渐将邻里打造成社会生活共
同体，这种创建“新邻里关系”的思路和做法，在一些地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让许多人来到了城市。对于许多远离家乡和亲人
的“新市民”而言，社区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一个渠道。美好的邻里关系不会从天
而降，需要居民们的共同建设和参与。通过兴趣类社团、公益活动、社区公共事务
等社会联结纽带，将居民们塑造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不仅能够让
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品质，也能提升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让高楼林立的都市中一度缺失的人情味，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融入我们的
日常生活。只有让邻里之间实现互信、互助、互惠，“互留钥匙”的温馨一幕才
会上演。

送货途中晕倒、挂吊瓶送件、被收件人打骂……快递员在承担着忙碌的送件
工作的同时，还面临着与客户摩擦冲突不断，从而导致心理压力大的问题。去年
7月，“快递员减压室”曾亮相北京，设在某通快递公司位于方庄一处网点。然而，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快递员减压室”仅开放过一次。

11月9日《工人日报》

快递公司“快递员减压室”初衷不错，快递员工作量大，尤其是在“双11”期
间，其工作强度和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且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路况以及收件
人，也就难免会有摩擦和冲突。至于收入，一定时间段或许他们是“高薪”者，但
其背后更是“高辛”，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心情，甚至诱发心理疾病。

据悉，“快递员减压室”对所有快递员开放，提供按摩椅、指压板、魔方等减压
设备，并有心理专家设置的沙盘、心理绘画等减压课程。但遗憾的是，此“快递员
减压室”仅开放了一次。这其中，或许是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也或许有快递员
无时间去、不愿意去的因素。不过，作为关爱快递员的一项举措，其积极意义值
得肯定。

据国家邮政局《快递杂志》一份针对业内1000多名快递员的调查显示，一线
快递员中超过七成有心理压力，调查中有63.8%的快递员认为，过大的工作压力
会降低自己的工作效率。“交通状况差”“不能妥投”“工作量大”这些快递小哥的

“心病”,如不及时纾解，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从大处讲，也同样会影响行业的
发展。

或许“快递员减压室”并不是解决快递员心理问题的治本之策，但作为有益
的尝试，需要肯定和借鉴。而面对一些快递员“企业如果真有钱，还不如来点实
惠”的认识，应该给予纠正。须知，良好的待遇，并不仅仅是合理调休、提高收入、
增加福利，更应该注重对劳动者的全面关爱，心理关怀是不容缺失的一部分。

事实上，一些快递公司已经作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顺丰的“暖丰计划”是
包括健康热线、健康咨询，以及生活指导类的迷你剧，对员工的心理情绪、生活问
题提供帮助；圆通设有好人好事奖励基金，节假日发放礼品，部分转运中心及网
点会为员工开展生日聚会等，这些均是纾解快递员身心压力的有效举措。

近年来，快递行业快速发展，快递员数量不断增加，如何全方位保障他们的
合法权益，理应引起重视。故此，类似的“快递员减压室”需要好好运转，为保障
快递员的身心健康探索有益的经验。毕竟，员工才是企业一路向好发展的根本
保障，也是提升快递公司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快递员减压室”
要运转起来
杨玉龙

“互留钥匙”
新邻里关系让人情味回归
杨朝清

“秀学习”不等于“装学习”
何勇海

小区物业给业主发24万元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