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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泽伟是中铁四局四公司合肥磨店家园项目部的一

名技术班长。近日，汪泽伟来到安徽建筑大学，与该校

2020 级土木工程学院学生王桧耀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身

份互换。

重新回归大学校园的汪泽伟将会体验到哪些学习生

活乐趣？而来到建筑工地当“带班班长”的王桧耀，又将

面临什么样的工作考验？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史宏宇）

职业“变形记”职业“变形记”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社交平台发布
“小孩母乳过敏”，女职工能享受纯母乳喂
养产假待遇吗》

女职工罗某申请休纯母乳喂养产假，用人单位以女

职工在社交平台发布“小孩母乳过敏”为由，要求返还纯

母乳喂养各项工资待遇，这有道理吗？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罗某虽在社交平台发布信

息称小孩存在母乳过敏的情形，但病历资料显示，发现

该过敏情况后小孩一直在接受脱敏治疗，公司仅凭社交

平台信息不足以推翻医院的诊断，遂驳回了公司的诉讼

请求。

（本报记者 卢越 白至洁 史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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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井下井

坐罐笼、地下矿车和“猴车”通勤；使用特制的防爆手

机；不能用明火，必须用特制的蒸箱对饭菜进行加热、烹

制……煤矿工人在井下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本期《职业总动员》走进新中国第一矿——开滦集团

范各庄矿，带你沉浸式体验煤矿工人的一天！

（本报记者 李昱霖 乔然 史宏宇 白至洁 陈子蕴）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职业总动员⑥｜下井》

让车主满电出发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让车主满电出发｜三工视频·新360行之充
电桩安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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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7 岁的李实昊是蔚来汽车公司的充电桩安装

工。从 2010年开始，他一直在建筑行业从事机电安装工

作，2021年开始做充电桩安装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开着面包车拉着设备去为车主

安装充电桩，让车主可以满电出发。

（本报记者 杨召奎 刘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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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买不到柜台”藏着丰富助老服务的密码

安徽省同福石材城内小微企业的工人

们说：“以前工作一天，满头满脸都是灰，现

在下班了，洗个手就能出门”；重庆积极推进

职业健康管家服务，职能部门当好企业的

“参谋”，着力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上海启动流动体检车项目，让体检车跟

着“小哥”跑；冶金矿山行业关注职工心理健

康，让矿工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近

日《工人日报》推出“职业健康新实践”系列

报道，围绕职业健康，聚焦多地若干行业、企

业的典型经验，探寻职业健康事业发展的新

形式、新路径。

从系列报道可以发现一个可喜的变化，

即不少企业、职工以及相关部门，其职业健康

理念较多年前有了明显增强。这可以说是对

多年来我国职业健康保护工作成绩的肯定，

同时也给未来相关工作提出新的课题。

职业健康是对工作场所内产生或存在的

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健康损害进行识别、评

估、预测和控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是预防和

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健康

影响和危险，促进和保障劳动者在职业活动

中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

职业健康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是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关乎

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关乎劳动者的归属感、成

就感、幸福感。《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强化

政府监管职责，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提升职业健康工作水平，有效预防和控制职

业病危害，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对

维护全体劳动者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职业健康需要新实践、新思路。近年来，

各地积极探索职业健康的发展方式，取得了

显著成效，包括各地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实施健康管家服务试点，以具备职业健康检

查能力的医疗机构为主体，协同疾病控制、职

业卫生服务等机构，组建职业健康服务团队，

为企业提供职业健康教育服务；充分调动行

业协会积极性，改变了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

使用新技术，建立职业健康危害监测网络系

统，全面推进职业健康数字化治理；重视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保障，工会组

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努力不仅让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获得感显著增强，而且让职业健康理念在全社

会得以普及和推广，让企业和公众的职业健康

素养得以提升。数字表明，2022 年全国报告

新发职业病病例数比 2017 年下降 58%，尘肺

病等重点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发生职业病的人

群和行业已不再仅集中于工业人群和工业产

业，而是正在向科技行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蔓延。我国法定职业病分十大类共计 132

种，涉及诸多行业领域。如今，给很多办公室

白领带来困扰的腰颈椎疾病、鼠标手、内分泌

疾病、疲劳综合征等，虽说没有列入法定职业

病范围，但其存在比较普遍。

因此，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本

人，都应树立这样的意识：健康的身体是人生

成功的基石。用人单位要认真履行职业病防

治主体责任，为劳动者创造健康、安全、舒心、

舒适的工作环境；广大劳动者要树立“要职

业，更要职业健康”的理念，不能抱着“先赚钱

后治病”“反正得不了职业病”的侥幸心理，要

增强职业健康意识，主动进行自我保护；卫健

部门、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指导、

监督、保障、服务作用，夯实我国职业健康基

础，引导和帮助公众逐步提高职业健康意识

和素养。

行百里者半九十，职业健康事业永远在路

上。让职业健康理念融入每个企业和职工的

血脉，还需全社会形成合力，需要管理部门、医

务工作者、用人单位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

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
本人，都应树立这样的意识：健康的
身体是人生成功的基石。用人单位
要认真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为劳动者创造健康、安全、舒心、舒
适的工作环境；广大劳动者要树立
“要职业，更要职业健康”的理念，不
能抱着“先赚钱后治病”“反正得不
了职业病”的侥幸心理，要增强职业
健康意识，主动进行自我保护。

乐群

梳齿细密的“篦子”、长长的“酒提搂”、

暖瓶塞、门鼻子、松紧带……据 5 月 8 日《北

京晚报》报道，在北京西城区信建里小区，物

业为老人开办了“买不到柜台”，专门准备各

类日用杂物、适老物品，老人可以买到平时

买不到、不好买的一些“老物件”，这家小超

市因此很受欢迎。

现实中，不少老人或因不大会网购，或

因不习惯一些功能相似的替代品，而往往更

青睐那些昔日用着舒心、顺手的日用品。但

这类物件在当下往往显得有些过时和小众，

而且由于利润较低，市面上渐渐难以买到。

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购物痛点，也潜藏

着一些老人的往昔情怀。新闻中的小区物

业通过各种渠道尽力搜罗老人想购买的商

品，设立“买不到柜台”，工作可谓做到了老

年人心坎里。

近年来，从“十元理发摊”到“买不到柜

台”，类似简单、实用、接地气的助老服务越

来越多。一些地方办起“雷锋超市”，为老年

人提供送米送菜、代缴水电费等代买代办类

的志愿服务；有的地方针对老人“不会用智

能手机，错过社区重要通知”等诉求，在社区

安装“大喇叭”，播放停电停水、打疫苗等通

知，宣传最新政策、反诈知识等；还有的地方

成立志愿服务队，与独居老人、孤寡老人定

下“窗帘之约”，每天清晨和晚上，志愿者通

过观察老人卧室窗帘是否拉开、拉上来初步

判断老人的安全状况，防止意外发生……

每每有类似报道出现，总会引来其他诸

多老年人的羡慕。当然，囿于地域和条件的

不同，完全照搬相关经验和做法并不现实，

但梳理分析其中的思路和逻辑，并在此基础

上因地制宜，比较可行。

首 先 ，需 要 有 为 老 、助 老 的 爱 心 和 诚

意。诸如为老人开办“买不到柜台”这样的

要求，并未写在物业公司的服务条款里，相

关商品和服务也往往不以赚钱为目的，类似

行为的动力和初衷，值得呵护与尊重。

其次，要将心比心，善于发现需求、回应

需求。上述那些创新举动并非凭空设计出

来的，而是基于倾听、重视老年人的现实需

求，进行了换位思考。对老年群体的真实诉

求不忽视、不敷衍，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

不摆样子、不想当然——在老龄化程度日益

加深的背景下，为老服务思维和理念中无疑

要多一分这样的精准和务实。

其三，拥抱社会力量，让做好事事半功

倍。让人欣喜的是，时下，从物业公司到社

区工作人员，再到千千万万的志愿者，越来

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老服务的队伍。“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尽己所能为身边的老人

提供贴心和便利，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行为

习惯，这也是一座城市文明和温度的生动体

现，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形成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买不到柜台”不常有，但诸如将长者学

堂、医养机构、老年食堂、文娱室等搬进社

区，可以有；从老年人的聊天和吐槽中发现

他们的需求，把更多生活场景和服务场所升

级为为老服务的重要阵地，也可以有。这需

要相关方面有这样的意识，积极采取行动，

同时离不开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相信，随着更给力的公共服务和更广泛

的社会参与，类似“买不到柜台”这样的暖心

服务，这样的好点子、好做法会越来越多，更

普惠、更可持续。

杨朝清

在地铁站等人、找人，时常说不清楚

具体方位，在站内兜圈子、绕弯子，让人

头疼。最近，一些网友在浙江宁波一些

地铁站内发现了一个新标识——“会合

点”。这个消息快速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有网友赞服务“贴心”，也有网友留言：

“传神可爱”。（见 5月 9日《钱江晚报》）

地铁站多为地下空间，人流量大、出

入口较多，容易让人迷失方向，加之一些

人本就方向感不强，等人找人堪称难

题。地铁“会合点”的出现，有助于打破

认知分歧和信息偏差，进而让找人等人

的人能够更加顺畅、便捷地会合。

地铁“会合点”成本不高，却能裨益

乘客，让他们感受到一份善意和温暖。

这给各地提升出行体验、优化服务供给，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体现在高

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繁华图景里，也蕴含

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满足老百姓

更高品质的生活需求，不仅需要用科技

手段让生活充满智能化场景，也需要用

“绣花功夫”提升公共场所服务和管理的

精细化水平，化解一些共性的痛点、难

点，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地铁“会合点”犹如一面镜子，折射

出有关方面的细心与周到，也彰显了城

市治理的精度和温度。等人找人难，哪

怕是小众需求，地铁运营方也积极主动

作为，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抚慰人心。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大

处着眼和小处着手是有机统一的。便

民、利民的地铁“会合点”，创新源泉来自

哪里？只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找人等

人难的问题和答案都会浮出水面；只要

用心用情，发现和解决问题或许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难。

不论是为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提供

“便老阶梯”，还是冬天给公交车扶杆“装

毛线套”，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

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缺的往往不是

办法、渠道，而是意愿和动力。以精细化

治理焕发城市活力，以人性化尺度呈现

城市温度，无论是地方治理，还是公共服

务，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地铁“会合点”并非大手笔，却蕴藏

着城市善治的大道理。

解 题

图 说G地铁“会合点”，
城市善治的一面镜子

据封面新闻报道，日前，四川省大竹县政府发布一则“招
商公告”，公开出让该县市政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产生的
停车位、充电桩和县域范围内路边停车位的特许经营权。转
让期限为25年，并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招商。

出让或拍卖公共停车位特许经营权，全国多地已在进行
相关探索。这么做，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管理和运
营经验，更好地优化当地停车资源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另一
方面，政府部门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财政收入，更好地还利于
民。时下，停车难问题困扰着不少有车族，停车位是否好找、收
费是否合理，关乎公众出行体验。因此，在分配停车资源经营
权过程中，相关方面要严格审核和把关、确保公开透明，对后续
经营行为也须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约束，在盘活公共资源、引入
市场化机制的过程中，坚持“有所放、有所不放”，才有望实现正
向效应的最大化，真正把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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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加强经纪从业主体管理，合理确定经纪

服务收费，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加强个人信息

保护……5 月 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

务的意见》，从十方面明确监管措施，加强房

地产经纪行业管理，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

益。（见 5月 9日《北京青年报》）

该意见的一大亮点是要求经纪机构合理

降低住房买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并引导

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经纪服务费用，也就是

说，要求房屋中介在收取中介费的方式和标

准上做出改变。“买 100 万元的房子和买 500
万元的房子，中介服务有什么明显区别吗？

都 收 取 成 交 价 的 2% 作 为 服 务 费 ，是 否 合

理？”——上述要求指向的是房地产经纪服

务收费的痛点问题，回应了房地产交易（租

赁）双方尤其是买方（租方）的需求。此举对

规范房地产经纪行业收费行为、促进交易公

平、降低交易负担、激发交易活力具有积极

意义。

近年来，房地产经纪行业的收费方式及

标准颇受诟病。比如，有的不公示服务项目、

内容和收费标准，或有口头说价、混合标价、

捆绑收费等行为；有的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利

用房源客源信息优势，收取过高费用；有的从

业人员还“要求”或引导买方单独承担经纪服

务费用……

最大限度挤出房地产流转过程中的经纪

服务费“水分”，剥离不规范的收费部分，推进

交易成本的合理化、透明化，既有助于减轻交

易当事人的负担，增强市场交易的积极性，也

有助于维护房地产经纪服务市场秩序，进而

有利于相关市场的良性循环。

眼下，要合理降低房产中介服务费需从

缓解公众痛点下手。比如，有关部门要依法

对有的经纪机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

平方式收取费用、捆绑收费、不明码标价以及

利用格式合同设定霸王条款等行为全面整

治，发现违法侵权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

干预。

再如，有关方面可以依托《关于规范房

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进一步研究优化房

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对经纪服务项

目、内容和收费标准，交易双方及中介的权

利义务等作出更清晰的约定。在此基础上，

积极推广示范文本，扩大其适用范围，调整

房地产经纪服务关系，维护交易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对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而言，上述意见

可谓迈出了重要一步，期待相关房屋经纪机

构能够迅速部署落实，为房地产市场发展释

放更多可能。这或许也将成为行业竞争的一

个机遇——谁能早一步破旧立新，谁就可能

优先赢得更多机会和信誉。

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让公平交易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