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需让座”
是对文明的回馈

老人挂牌乘车，不仅是对年轻人辛苦

打拼的理解，也是对其他老人的提醒；是

对社会道德的维护，也是对文明的回馈。

刘剑飞

满头银丝的他，笔挺地站在地铁车厢里，腰

部挂着的LED小牌上，“勿需让座”四个字分外

显眼……近日，大连地铁上的一名老人因挂出

不需让座的小牌引发全国网友狂赞，被称为“硬

核大爷”。

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约定俗成的道德

规则，也是很多年轻人的自觉行为。可是，这名

老人却拒绝年轻人让座，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年

轻人的关爱，更是一种理解和尊重。

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是我国传统美德，这种

美德在公交车上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年轻人给老

人让座，这一方面是因为老人体力不如年轻人，

甚至一些老人体弱多病，让座是对老人的尊敬

和关爱；另一方面，给老人让座也是对传统美德

的弘扬，是个人素养的展现。因此，很多年轻人

看到老人，都会自觉地起身让座，这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的文明现象。

可是，如今的年轻人也不容易，很多人不仅承

担着繁重的生活负担，早出晚归，加班加点，还背

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一些年轻人在公交

车上，也希望能够有个座位短暂地调整和休息。

但一些时候，面对年轻人的这种需要，一些老人却

并不理解，反而指责年轻人，甚至强行抢座。

年轻人给老人让座是一种道德体现，却非

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年轻人没有

为老人让座的责任。况且，按照先来后到的原

则，年轻人在前，对座位享有优先权，即使不让

座也并不违法。正所谓：让座是情分，不让座是

本分。因此，对让座的年轻人，老人应表示感

谢，对没让座的年轻人也应该给予理解，不能锱

铢必较，甚至倚老卖老，实施道德绑架。

就此而言，老人挂牌乘车，提醒年轻人“勿

需让座”，不仅是对年轻人辛苦打拼的理解，也

是对其他老人的提醒。社会文明需要老人和年

轻人共同维护和遵守，面对年轻人的让座，积极

婉拒；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错峰出行，自觉遵守

公共秩序，这是对社会道德的维护，也是对文明

的回馈。

事实上，老人挂了“勿需让座”的牌子，并没

有阻挡年轻人的让座热情，仍然有很多年轻人

为其让座。这也说明，社会并不缺乏爱心，年轻

人并不缺乏文明素养，尊老爱老的美德依然存

在。因此，有一种文明叫理解，有一种理解叫

“勿需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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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雷

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增加家政服

务有效供给，提升家政服务规范化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的《关于促进

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针对家政服

务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围绕“提质”和“扩

容”两个关键词，推出一系列实实在在、有

含金量的政策举措，为家政服务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也是民生工

程。近年来，社会上对家政服务的需求呈

井喷态势。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

断增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型城镇化加

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家政服务业的成

长创造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全面二

孩政策推进实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消

费者对居家养老、康复护理、育婴育幼、烹

饪保洁等家政服务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规

模化的供给和多样化的需求一起，促进了

家政服务市场的繁荣。

尽管家政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但长期

以来积累的矛盾也不少。有消费者用“不

规范”“找不到”“不满意”来概括生活中使

用家政服务时遇到的问题。这些现象背后

折射的，正是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发展中面

临的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群众

满意度不高等短板。一些家政服务人员对

就业环境也颇有微词，有的工作内容与合

同约定不符，有的对雇主故意挑刺、抱有成

见。可以说，供需双方之间的症结，制约了

家政服务业的发展，急需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政策体系，回应广大群众的关切。

正因如此，《意见》的及时出台，为家政

服务业把脉，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供

求矛盾，促进家政服务市场有序发展。比

如，针对一些家政服务人员素质不高、能力

不足的问题，推广合同示范文本、“居家上

门服务证”，支持家政企业举办职业教育

等；再如，针对家政服务行业参保主体缺位

和参保率低的情况，要求加强社保补贴等

社会保障支持，降低家政企业运营成本；又

如，着眼家政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的趋势，强调大力发展家政电商、“互联

网+家政”等新业态，等等。总的来看，有

效保障家政服务业相关各方的权益，是促

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重要举措。

小切口，大民生。家政服务业不仅满

足了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也满

足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需求。从更宏观

角度看，服务行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

池。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对促进就业、精

准脱贫、保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意见》明

确提出，拓展贫困地区人员就业渠道，对困

难学生、失业人员、贫困劳动力等人群从事

家政服务提供支持。家政服务行业的健康

发展，既是惠民生、扩内需的重要方面，也

是脱贫致富、促进就业的有力抓手。在重

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下，促进家政服务

业提质扩容正当其时。

从消费者权益保障到从业人员权益保障，

从降低企业成本到加强行业监管，从增加服务

供给到促进可持续发展，家政服务行业系统

化、职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趋势更加凸显。

有宏观政策引领，有微观治理效能，相信家政

服务业大有可为的市场前景将更明朗。

严 禁

山西省多部门

近日联合出台措施，

规范燃气工程安装

市场秩序，依法查处

不合理收费和垄断

安装行为，严禁开发

商交房时在房价外

收取燃气工程安

装费。

新华社 王鹏

蒋璟璟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

好2019年中小学生暑假有关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学校要统筹调控不同

年级、不同学科作业数量和作业时间，

研究布置学生暑假作业。鼓励布置活

动性、实践性、探究性作业，严禁布置

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

业。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家长不盲目

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减轻学生课外

负担。

每逢暑假，教育部基本都会印发

专门的“工作通知”。相较于往年，今

年的“通知”其实并无太多区别。值得

注意的是，在林林总总的要求中，“严

禁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

的作业”，又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一项。

媒体将之提炼为标题，而公众也表达

了强烈的共鸣。想来，家长苦学生作

业久矣，正值暑假开始之际，一纸“禁

令”简直就如久旱逢甘霖一般熨帖人

心。当然，政策善意是一回事，能否真

正落实到位，则是另一回事情。

近一两年来，各级主管部门三令

五申，屡屡叫停“学生作业变家长作

业”，整治决心不可谓不大。时至今

日，教育部在暑假期间对此再次发文

重申，实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类似问

题依旧顽固存在。应该承认的是，相

较于平常，暑期确实更容易发生“作业

要求家长代劳”的情况。所谓“暑假作

业”，不仅仅有常规的课程作业，还有

“安全作业”“劳动作业”“实践作业”

“亲子作业”等等，名目繁多，总有一款

能把家长拉下水。

现实中，学校布置的“直接要求家

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并不

多。更普遍的状况是，一些作业尽管

名义是要由学生完成，但真实的情况

是，若家长不帮忙、不“代劳”，对孩子

而言，这些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比如说，某些学校的“假期小队”

活动，要求学生自定主题、外联对接、

组织实践，并最终要以包含照片、文档

的成果报告呈现出来。试问，倘若家

长不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学生们要

如何能做完这一切？

在对待孩子作业一事上，家长们

的立场可说是进退两难。甩手不管，

动辄被指责“不配合学校工作”；参与

过多，则又会被说是“不愿放手，自找

苦吃”……合适的“度”到底在哪里，几

乎没有人能够说清。事实上，但凡学

校布置的作业涉及到了要家长“协助”

的部分，那么家长们过度参与、全勤参

与，就成了不可控乃至无法避免的结

果。于此，责任绝不在家长一方，而只

能归咎于校方在“作业设计”环节没有

展现足够的预见性，没有切断家长“代

劳”的根源。

随着学校的管理权外溢为对家长

不知分寸的“过度支配”，随着家长“尊

师重教”的传统被当成了无条件地服

从，形成“学生作业变家长作业”的结

果并不奇怪。“严禁布置要求家长完成

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还暑期安宁

给家长之外，更重要的，显然还是重建

“家校平等”的地位关系，并严格廓清

两者的权利边界。

家政服务业亟须提质、扩容
家政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既是惠民生、扩内需的重要方面，也是脱贫致

富、促进就业的有力抓手。

严禁给家长布置暑假作业，到底难在哪儿？

事实上，但凡学校布置的作业涉及到了要家长“协助”的部分，那

么家长们过度参与、全勤参与，就成了不可控乃至无法避免的结果。

于此，责任绝不在家长一方，而只能归咎于校方在“作业设计”环节没

有展现足够的预见性，没有切断家长“代劳”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