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3 月 25 日《工人日报》报道，去年 10

月 9 日，南宁市总工会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总工会转来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指派

的梁某紧急求助事项。梁某诉称在南宁某

物业服务公司工作期间受伤，公司拒绝支

付 医 疗 费 ，还 在 其 住 院 期 间 解 除 承 包 合

同。南宁市总在梁某与物业公司不存在劳

动关系的情况下，启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

联动调解机制，经多方努力，解决了梁某的

困难，帮助其拿到职业伤害补偿金。日前，

梁某通过微信，对 12351 热线的帮助表达了

感激之情。

职工有所呼，工会有所应。上述事例

是诸多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服务场景

的一个缩影，展现出的务实服务理念、便捷

服务机制和高效服务质量，从一个断面让

社会看到了各级工会为职工群众提供可感

可知可达可得服务的努力和追求。

聚焦主责主业，用心用情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各级工会履行好

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的题中之义，也是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的宗旨。在全国总工会的

指导下，各地工会因地制宜，立足本地区资源

和职工需求，借鉴各类热线运行的成熟经验，

借助各方力量的协作赋能，不断探索形成了

不少新做法，取得了不少新成效。

其一，将其作为一个新平台，使其成为

高效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的快速通道。

比如，北京工会 12351 热线实行“受理—派

单—办理—回复—反馈—回访”工作流程，

以及“365 天，7×24 小时”全年无休的工作

机制，确保对职工“有求必应”。

其二，将其作为一个新载体，使其成为

服 务 职 工 的 前 沿 阵 地 。 比 如 ，山 东 工 会

12351 热 线 打 造 一 体 受 理 总 枢 纽 ，多 管 齐

下、多方赋能推动职工诉求解决到位，为职

工提供“一步到位”的服务。

其三，将其作为一个信息源，使其成为

工 会 向 政 府 部 门 反 映 社 情 民 意 的“ 意 见

箱”。比如，上海工会 12351 热线不仅接听

职工的诉求，还对 12345 市民热线转接等渠

道提出的事项给予咨询解释、援助服务和

协调交办等，一条热线架起了职工和工会

的“连心桥”。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演

进，劳动关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接连出

现，职工诉求已经不限于劳动经济权益保

护，正在向着更广泛、更多元的领域延伸，这

给 12351 热线提出不少新要求、新任务。比

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持续增多，职工对权

益维护、民主管理等提出了新要求，12351 热

线需要强化智能数据分析功能，为工会和相

关部门决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新生代

职工对智能工具的依附较强，工作时间和休

息时间不再有明显界限，12351 热线接听诉

求的时间有必要顺应这种变化，保障接听畅

通率和提升办理效率，等等。

如何扎实开展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解决“12351+”专项行动，管好用好 12351 工

会服务职工热线，逐步实现和信访工作融

合，需要各级工会积极应对时代变化、劳动

关系变化、职工诉求变化，不断拓展 12351

热线的服务领域，提升热线的服务效率，提

高热线的智能化程度。

12351 热线承载着各级工会履行好基

本职责、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

献工会力量的重任。期待各级工会在管好

用好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上，不断探索

创新，将其打造成工会服务职工的金字品

牌，让工会的服务直抵职工心坎儿，提高职

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把12351热线打造成工会服务职工的金字招牌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将 12351 热线作为一个新平
台、一个新载体、一个信息源，使其
成为高效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的
快速通道，成为服务职工的前沿阵
地，成为工会向政府部门反映社情
民意的“意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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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可能认识的人”或许是一种冒犯

图 说G

从“背篓专线”感受城市温度

更改赏味期
是在拿商誉开玩笑

罗志华

据 3月 2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不

要给我推荐可能认识的人了”话题登上社交平

台热搜，各大社交APP的熟人推荐机制也被推

上了风口浪尖。不少网友吐槽感到被冒犯，

“你推送的人我认识，但你猜猜我们为什么不

是好友?”
一项媒体的测评发现，当前基于通讯录等

个人信息向用户推送“你可能认识的人”已经

成为不少社交APP的标配，个别平台还会通过

算法向用户推送关注信息、关联好友感兴趣的

内容。同时，部分APP的关闭推荐功能却形同

虚设。

社交APP开发推荐“可能认识的人”这一

功能有一定现实原因。每个人无法离开社交

圈，“可能认识的人”或许是具有相同的爱好和

职业的人，或许是我们正想认识的人，也可能

与我们有共同相识的朋友。认识了“可能认识

的人”，人际关系的拼图可能更加完整。通过

软件的推荐认识新朋友，可免于中间人的介

绍，从而提高人际交往的效率。

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推荐给“可能认识的人”可能构成一种冒犯。

比如，被推荐者和对方或许相识，只不过一方

并不想在相关社交APP上添加对方为好友而

已。而社交APP自作主张将自己推荐给了对

方，使被推荐者难以与对方保持距离，甚至可

能碍于面子，不得不勉强同意添加对方为好

友，个人选择性交友的权利被软件的这一功能

剥夺。

进而言之，这里面还有一个有关APP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比如，现在不少APP都

会要求获取用户的通讯录等权限，以识别陌生

来电、屏蔽骚扰信息等。但同时也有一部分

APP在未经用户授权、未经提醒的情况下，对

用户通讯录信息私自上传、分析，进而匹配推

荐“可能认识的人”，这已涉嫌对个人信息的不

当开发利用。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有关

方面在收集个人信息时，除了要确保信息收集

最小化和及时删除之外，还要在运用个人信息

时保持慎重，尤其要让用户拥有关闭某些功能

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比如让用户可以禁止将通

信录信息用于推荐“可能认识的人”等。事实

上，很多APP都在相关协议当中给予了用户选

择权，只不过相关文本过于复杂，让用户操作

极不方便。

推荐“可能认识的人”可能只是个人信息

被滥用的冰山一角，在数字化与信息化程度越

来越高、各种应用软件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如

何更好保护个人隐私、更加合理利用个人信息

是全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将用户个人信息

当卖点的行为，应尽早加以禁止，避免类似做

法开发迎合了一部分人，却让另一部分人付出

隐私遭侵犯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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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3 月 25 日《中国消费者报》报道，

近日，某著名奶茶品牌门店店员擅自更

改原料赏味期标签一事，引发热议。该

品牌随后回应称，相关情况属实，“原料

虽未过期，但已不是我们想要让大家尝

到的味道”。目前该品牌已关闭涉事门

店，并全力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

调查与整改。

原料赏味期指的是食材在最佳食用

品质和风味之前的时间段。这一概念在

食品行业中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食

品的口感、营养价值以及消费者的满意

度。虽然赏味期与食品保质期并非同一

概念，超过赏味期的食品未必超过保质

期，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营者篡改赏味期

的行为已涉嫌欺诈消费者。

一般而言，像奶茶、糕点等现做食

品，往往存在最佳食用品质和风味期

间。超过该期间的食品，食用后未必会

给人体带来危害，但口感和体验可能不

佳。尤其对食品新鲜程度和口感有着较

高要求的年轻人更在乎赏味期。从这个

角度来说，擅自更改原料赏味期标签，事

关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根据我国食

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

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生产

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

负责。因而，擅自更改原料赏味期标签

的行为涉嫌违法。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食品超过赏味

期未必代表其超过保质期，但这并非是经

营者可以随意篡改、隐瞒的理由。口感决

定品质也决定价格，不少超过赏味期的食

品，经营者往往需要打折处理。故篡改赏

味期，使食品有效期“常新”的做法，既让

消费者多花冤枉钱，也让消费者花高价购

买临期食品，成为妥妥的冤大头。

进而言之，商家此类投机取巧搞小

动作的行为，虽然未必会直接导致食品

安全问题，但显然属于不诚信行为，是在

拿商誉和消费者信任当玩笑。对现制食

品来说，赏味期是其重要的卖点，是消费

者消费时看重的东西。故对擅自更改标

签等刻意造假行为，监管部门有必要认

真调查并严肃处理。只有少些放任纵

容，多些严惩重罚，方可让经营者拿消费

者权益和诚实信用当回事，让消费者受

到认真对待。

沉浸式分享助力文旅业的“热辣滚烫”

乐群

“孩子在家很寂寞，想找人玩却找
不到，有时看起来很可怜。”据第 5期
《半月谈》报道，当下不少孩子“无社
交”或社交严重不足的现象引发关注，
很多家长表示“上千人的社区，孩子下
楼找不到一个同龄玩伴”“想要给孩子
找同龄伙伴，还得去培训班，那里才挤
满了孩子”……

与小伙伴一起玩耍是不少人童
年的快乐记忆。踢足球、打沙包、跳
皮筋，串联起了儿时的欢声笑语，即
便只有三两伙伴围坐一处说几句悄
悄话，也是幸福而满足的。用现在的
话说，在与同龄人的玩耍中，每个孩
子都会找到存在感、归属感，它无关
具体玩耍形式，玩伴甚至也无需固
定。如今，这种曾经自然而然的事却
变得可遇不可求。

为家中上小学的儿子找玩伴，也
成了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想在家门
口玩，楼下孩子嬉闹声就是最及时的
出发令，有段时间我总是竖起耳朵帮
儿子听着，可即便如此，也经常是他快
速穿好衣服下楼后，发现小伙伴早已
没了踪影。后来，儿子把目标投向家
附近的小公园，可公园里大多是幼儿
园阶段的孩子，和他能玩到一起的同
龄人大都去上课外班了。

再后来，我索性把和儿子玩得好
的同学的家长微信加了个遍，甚至把
同事、朋友的同龄孩子都列入约玩的
范畴。通过点对点约着玩、建群组织
玩等方式，让孩子有人一起玩的愿望
不再落空，远离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
孤单。

同样，为了让孩子有人一起玩，不
少家长可谓操碎了心，但操这份心显
然是值得的。儿子和小伙伴一起玩耍
时，我常从旁观察——与玩伴在一起
的每一分钟，儿子都嘴角有笑、眼里有
光，他在模拟枪战中的谨慎和自信，在
追跑打闹中的兴奋和忘我，是独处时
所不曾有过的；他与小伙伴交流生活
趣事时开心的小表情，与比自己小的
孩子玩耍时表现出的谦让和照顾，每
每都让我感到欣慰，也更坚定了我继
续操这份心的决心。

与小伙伴的玩耍互动，是不可或
缺的成长经历，那里有孩子们专属的快乐，有友情的滋味，有
对生命最原始最本真的热爱。不少家长也明白这样的道理，
但当天平的另一头是课外班、补习班时，与伙伴玩耍便变得可
有可无，甚至被认为是虚度时光了。时下，一些中小学生抑
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频发，这与孩子们大量社交、互动时间被
压缩、挤占不无关系。

孩子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需要社交、需要朋友。遇到不
开心的事，小伙伴之间的倾听倾诉是其他方式替代不了的。
这种情绪的表达与疏解虽然更加隐性，却关乎孩子的性格养
成、心理健康，绝非可有可无，很多时候甚至是一种刚需。

一个人的心性与情绪，往往会影响其生活方式，甚至能决
定人生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为孩子
们创造与小伙伴玩耍的机会与空间，让其在友情的滋养下拥
有更健康的心理、更健全的人格、更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进
而更好促进他们成长为一个有终身学习愿望和能力的人。

“我妈整天让我向‘别人家孩子’学习，可我却连‘别人家
孩子’的面都见不着”，网友的吐槽令人心酸。为孩子找回呼
朋唤友的权利，需要家长转变观念，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社交机
会，更需要社会多方的参与和支持，如优化公共环境、建设儿
童友好型社区等，为孩子们玩耍留一方便利、安全的空间。

据 3月 24日《法治日报》报道，近日，河南许昌中院
二审审结了一起小区外墙水泥块脱落砸坏轿车案，判决
由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表示，小区外墙属小区
共有部分，物业公司有义务及时排查发现各种问题，并采
取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亦有权申请启动维修
基金修补外墙，消除安全隐患。

车辆被外墙脱落物砸坏，看似是飞来横祸，其实与物
业公司对相关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维修不及时等有很
大关系。上述判决可谓一次鲜活普法，重申了物业公司
对小区共有部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法理。进而言
之，在人们对居住品质需求日益提升的当下，保障小区安
全不是物业公司多请几个保安、多装几个摄像头便万事
大吉，发现安全隐患再及时点儿，干预处置风险再主动
些，是现代物业服务应有的水准与成色，也是提高服务效
率、赢得业主信任与肯定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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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3月 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随着文旅的火热，不少年

轻人正在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文旅发展之中。该报社近期一项

面向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者愿意为文旅发展

出一分力，其中 62.23%的受访者非常愿意为家乡、工作学习

所在地的文旅做力所能及的事。

在这场年轻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中，因为年轻人的热情参

与让文旅宣传效果频频“出圈”，并通过社交媒体的分享式扩散

传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顶流”。从淄博烧烤到“尔滨”爆火再

到天水“热辣滚烫”，处处都留下了年轻人的身影，都与社交媒

体“图图相传”“沉浸式体验”的即时分享模式密不可分。

这种沉浸式分享模式构建起了群体认同与信任，从而让

一个又一个文旅产品被发现和被接受。

一直以来，不少地方对于文旅产品的宣传模式相对固定，

呈现给游客多是“滤镜下的印象”。其实，游客的实际体验度、

观感度、评价等，往往更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很多游客更希

望从细节上去了解一个文旅产品，并以此为参照做好旅游攻

略，让自己有一场收获满满的行程。

基于年轻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欣赏水准和消费需求，当

先行的年轻人以志愿者的角色参与和投入到文旅宣传中，就

能很快走进更多消费群体的内心，赢得更多受众的喜欢。而

“照骗”和“滤镜”多了，就很难赢得更好的口碑和更多的信

任。在缺少更多可靠消息的时候，不少人做出决策的方法之

一便是“看看别人怎么说”，因而“差评”成了较有参考性的判

断标准。

年轻人出游随时分享如同“行走和记录”，不仅细节化

和全景化呈现出了一个景区的优劣，且以自己的实践体验

与现场观感，对景区进行了综合性评价，给予了其他人更多

的参考价值与评价结论，对公众的消费选择具有不小的影

响力。

这种沉浸式的即时分享体验效果，是其他方式达不到

的。年轻人的参与和分享，通过“我手写我心”的亲身体验，满

足了潜在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具有高度的即视感和切合度，

打开了文旅产业宣传的另一种模式，值得各地文旅业有所借

鉴和思考。

武文欣

据央视报道，近日，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

引发公众关注。在这条线路上，每天都有一

群老人背着背篓去市区卖菜，这条线路因此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背篓专线”。此前有网

友建议在早晚高峰时段应禁止乘客携带菜筐

等大型物品，对此重庆轨道交通方面回应：只

要乘客行为和物品合规，就不会干涉。这条

充满人情味的回应，让不少网民纷纷点赞。

这条“背篓专线”是一条连接郊区与市区

的地铁线。在地铁开通前，当地菜农都在镇

上卖菜，不仅菜卖得慢，菜价也低。地铁开通

后，菜农们发现市区菜价高，于是很多菜农就

坐上地铁到市里卖菜。为了方便菜农出行，

在做好开站准备工作后，站内工作人员会提

前 5 分钟打开闸门，并向菜农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虽然背篓菜筐确实会占据一定的车厢空

间，尤其在早晚高峰时，可能会影响其他乘客

的乘车体验，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宗旨本就

是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秉持公益性、大众性

的特点，并不是个别群体的“专车”，菜农也有

在早晚高峰乘坐轨道交通出行的权利。换句

话说，公共交通不能为了满足一个群体的便

利而将另一个群体排除在外。

挑背篓的扁担一头连着菜农，一头连着

市民。菜农乘地铁进城卖菜，一方面，缩短了

进城时间，打开了蔬菜瓜果的销路，让菜农的

腰包更鼓；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市民买菜，让

市民的菜篮子更加新鲜多样。

实际上，近年来有不少城市都开通了类

似的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农民进城卖菜——

江西南昌在 179路公交起点站开设了“蔬菜专

线”，专门搭载菜农和他们采摘的新鲜蔬菜进

城；湖南娄底开通“菜农专用公交车”，让菜农

实现“踏脚进城”；浙江诸暨开通“共富公交”

线路，让新鲜“土货”直达城区农贸市场……

与“背篓专线”相似，铁路部门目前仍开

行着 81 对公益性“慢火车”。这些“慢火车”

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和交通不便的

老少边地区穿行，让村民得以将自家种植的

农副产品拉到附近乡镇市场上售卖，几十年

来票价不涨，被沿途群众誉为“幸福慢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着眼促

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从这个角度看，

不论是“背篓专线”，还是公益性“慢火车”，都

是富民行动的体现，其背后照见的是城市的

温度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更进一步

说，城市的发展不仅要跑出风驰电掣的速度，

更要跑出便民惠民的温度，不能少了对人的

尊重与关怀。

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平衡不同群体

的诉求是个需要不断探讨的命题，从某种

角度看，包容和理解方是破题之策。因此，

在服务好“背篓专列”上菜农的同时，地铁

方面也要对担忧的声音做出积极回应，制

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在高峰阶段

可以通过提高发车频率等方式来缓解人流

量的压力；配备相关的保洁和工作人员，做

到勤打扫，保持车厢的干净整洁，提升乘客

的乘坐体验，等等。同时做好宣传与引导，

让公众理解公共交通的普惠性，用人性化

的关怀来呵护烟火日常，用制度设计来提

升大家的整体幸福感。

相信随着公共服务触角的不断延伸和以

人为本观念的逐步深入，更多城市与百姓双

向奔赴的故事还将不断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