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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受灾着急回家自救，但因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被限制高消费无法坐飞机，困境之中，刘某在法
院的帮助下获得绿色通道，在申请执行人同意暂时
解除其限制后，回到了四川长宁的家中。（6 月 20 日
澎湃新闻）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引发网友热议，评论者
众。部分网友认为，当事人既然都有钱坐飞机，但是却
欠着对方一万多元钱不还，这笔钱又不是很多，存心

就是想当“老赖”，所以在还上钱之前，不应该对他如
此厚待。但是更多网友却肯定了当地法院的做法，认
为这样的执法方式不但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执法理
念和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感化“老赖”，引导和督促其
顺利还款。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当地法院并不是对方一提出
申请，就同意的，而是在征得了申请执行人同意，同时
也得到对方在一个月内还款承诺的前提下，才暂时解
除限制，允许其乘坐飞机回到地震受灾的家中开展自
救的。这样一来，既充分体现了对债务申请执行人的
尊重，同时又充分体现了法院执法的人性化，无疑是
值得肯定的。

与此同时，债务申请执行人的宽容大度、当地法
院的人性化执法，对与“老赖”本身也是一种教育与感
化。在你需要钱应急的时候，别人借钱给你；在你需要
尽快回家救助遭受地震灾害的家人的时候，法院也秉
着人性化执法的理念，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与帮助，那
么难道你不该想想，欠别人的钱是要还的吗？法院的
工作也是需要理解、支持与配合的吗？

法律必须体现必要的刚性，这有利于彰显法律的
震慑力、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是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在
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需要考虑人性化执法，体现法
律人性与温情的一面。这则新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但是站在执法对象，各类案件、诉讼当事人的角度
来看，在自己得到司法机关人性化执法之后，也要拿
出自己的诚意来，对这样的人性化执法给予积极的回
应，这样整个事情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然后按
照事情本该有的逻辑去发展。

苑广阔

7月1日即将在上海实施的“史上最严垃圾分类
措施”催生了大批新兴职业，“代收垃圾网约工”便是
其中之一。“绿色职业”与“网约工”相结合，不仅改变
了这一职业的工作方式，同时，也让垃圾回收小哥月
入过万成为现实。代收垃圾网约工，顾名思义，客户通
过线上预约，线下废品小哥上门回收,并将垃圾分类
打包，把纸制品送到纸厂，把塑料送到粉碎厂。(6月20
日中新社)

连日来，有关上海“最严垃圾分类”的各种消息持
续刷屏，并牵出了一系列公共讨论。一些网友由于上
海市民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而抛出了所谓

“我们是否适合垃圾分类”的诘问。对此，专业媒体则
从生活习惯、素质养成等各方面加以探讨和回应。应
该说，这种充分的深度论辩，是有助于全社会加速形
成关于“垃圾分类”的认同共识的。当然，理解这一环

保“大事业”，也可以有很微观的切入点，“代收垃圾网
约工”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代收垃圾网约工”也算是个新
职业了。而在过去，我们对于垃圾回收人员甚至都没
有一个专门的称谓。“捡垃圾的”“拾破烂的”，这些极
其随意而略带嫌弃的称呼，最直观表明了，垃圾回收
从业者的地位之低，以及市民对于垃圾回收本身的习
惯性漠视。而近些年来，诸如“垃圾回收员”“代收垃圾
网约工”等横空出世，这一职业群体的人员结构、工作
方式以及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于
推进“垃圾分类”显然是一件好事。

一直以来，从事垃圾回收的，基本都是大爷、大
妈，他们的行为逻辑原始而明确：翻捡垃圾桶，找出纸
箱、塑料瓶，卖钱。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捡垃圾的大爷
大妈们为我国垃圾分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种低效且简单粗暴的垃

圾分类模式，势必难以匹配未来社会的需求。随着更
多年轻从业者进入到这一领域，随着涌入的资本搭建
起新的平台，垃圾回收服务的升级，以及垃圾分类的
精细化、高效化，将是大势所趋。

新的社会规则，催生新的社会需求，而新的社会
需求，则孵化了新的商业形态。“代收垃圾网约工”的
迅速兴起，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推进“垃圾分类”中国
社会还是有着独有的比较优势。比如说，我们有着发
达的互联网新经济，这意味着大量的资本、技术可以
投向垃圾分类市场；再比如说，我们有一群信仰低碳
环保理念、向往更先进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他们很愿
意成为垃圾分类的践行者。

“代收垃圾网约服务”的供需两旺，让我们看到了
垃圾分类事业的远大前程。传统和习惯，都是可以改
变的，但凡能够放大自身比较优势有的放矢，垃圾分
类就一定能落地生根。 然玉

从“代收垃圾网约工”兴起说开去

“探头朝天”
是治高空抛物的高招

住在高层小区，高空抛物一直是让住户
们烦恼的事，除了污染环境，还很有可能导致
火灾、伤人等严重后果。不过，杭州市余杭区
昌运里小区的住户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
归功于小区里47个特殊的摄像头，这些广角
摄像头安装在每幢楼南北两侧的地面立杆
上，距离单元楼10米左右，呈60至80度角仰
拍，正好可以将整幢楼的窗户和阳台包入拍
摄范围。（6月20日《都市快报》）

高空抛物现象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一直以来都无法彻底解决，而近日发生
在深圳和南京两起高空抛物事故，更是引起
了公众的高度关注。高空抛物难道真的“无药
可救”？

从保护生命财产角度看，高空抛物需要
得到彻底根治。现在高空抛物的治理难点在
取证难。因为高空抛物发在一刹那，很难取
证。有的人心存侥幸，住在高楼，却随手将东
西往下抛。其实，只要能够解决取证难的问
题，治高空抛物并不困难。而小区安装摄像
头，将整幢楼的窗户和阳台包入拍摄范围，这
意味着只要发生高空抛物，谁是抛物者一目
了然，而解决了取证困难问题，高空抛物也就
会慢慢消失了。

据了解，余杭昌运里小区，总共1500多户
住户，从2018年年底交付一直到现在，从未发
生过一起高空抛物事件。这难道仅仅是因为
住户素质高吗？显然，摄像头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安装摄像头还有另外的好处，就是防盗，
小区至今零发案。

安装摄像头拍摄高空抛物，这种方式并
不难做到，也早已有人建议，关键的一点在于
解决经费问题。从保护生命安全的角度看，这
笔钱是应该花的，也是值得的。安装摄像头，
并不仅仅在于解决高空抛物这个难题，更在
于约束住户的坏习惯。换言之，安装摄像头起
到最大的效果是约束。

“探头朝天”是治高空抛物的高招，也是
最有实际意义的高招，如果再加上增加惩罚
成本，所起到的震慑效果会更佳，从而彻底杜
绝高空抛物，让生命进一步得到保障。

王军荣

百姓话语

6月15日，在广西财经学院明秀校区举办的2019
年广西“千校万岗”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上，不少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达成意向的同时，也
有部分用人单位抱怨，这几年接触的一些95后大学
生进入单位后说跳槽就跳槽，无论是求职时还是走上
工作岗位后都有几分“任性”，真是“被宠坏”了！（6 月
20日《中国青年报》）

诚如有的招聘经理表示，现在95后的父母都是70
后，把孩子都宠坏了，导致他们独立意识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差了很多。这或许是事实。毕竟，伴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孩子的成长条件越来越越好。比如有的 95
后找工作时，一点儿不着急，毕业半年了没有参加工
作，面对招聘单位的询问，却满不在乎地说，“家里养
着呗”。

不过，将95后频繁跳槽单纯归咎于“被宠坏”也有
失偏颇。比如，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用人单位的环境
实在不敢恭维，家庭及自身原因，感情因素等等，都有
可能促使他们频繁跳槽。最为简单的理解，如果年轻
人初次找到的工作，既和自己的兴趣及人生规划相匹
配，又有着良好的待遇保障，职场关系也不复杂，或许
跳槽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同时，从好的一面来看，95 后频繁跳槽也意味着
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而这未尝不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映射。毕竟，也正因为有了更多的就业平台，这些

年轻人才有底气去跳槽。而且，“95后平均7个月就离
职”，从自身成长来讲，也未尝不是一种好事。或创业
或就业，或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更加匹配的职业，虽
折腾但也是青春的色彩。

况且，通过数字来看，这些 95 后们并不是被宠得
很糟糕。据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 1894 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6%
的受访毕业生选择马上就业，并已经找到了工作，
3.8%的受访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可见，他们也有自
己的奋斗方向，他们在择业就业时也会综合考量，实
现最大优选。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应规避频繁跳槽给年轻人
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上述调查中，就显示 66.4%的
受访毕业生建议高校举办相关讲座和座谈。确实如
此，如果高校在大学生毕业前做好相关创业就业知识
的培训，或者尽可能帮助他们对接好实习或就业单
位，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他们科学规划职业生涯，
恐怕频繁跳槽也会大大消弭。

同样，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在为年轻人提供工作
岗位的同时，也应该主动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学习
环境。比如，依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容错
机制，构建适合年轻人成才成长的文化环境等等。一
方面可以留人留心；另一方面也能够筑牢事业发展之
基。总之，95后频繁跳槽应两面看，对于“被宠坏”的也
不妨多方面加以纾解。 杨玉龙

不吐不快 95后频跳槽，单纯归咎“被宠坏”有失偏颇

热点追评 期待人性化执法能唤醒“老赖”的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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