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个锁要600元，修个热水器先交50元上门
费，固定搁板8个膨胀螺丝几十元、工费则收100
元……不少人发现，近两年城市中上门维修的材
料费用没怎么变，人工费用涨了一大截。东西坏
了修还是不修，找谁来修，成为了生活中格外纠
结的难题。（3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生活中的小维修往往会遭遇高收费，确实是
许多都市人的切身感受。到底是什么造就“小维

修，大收费”？一是物价不断上涨，便民维修师
傅的生活成本也在水涨船高；二是很多维修师傅
接受了“互联网+”，进驻网络平台，由中间商
派活给他们，中间商抽取的提成越来越多；三是
学习便民维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四是商品部分
价值转移到人工维修上，搬运、安装、维修等附
加服务需要收费。

“小维修，大收费”事关民生利益。要解决
小维修成百姓“大负担”的问题，自然要从上述
方面着力。比如，针对生活中的小维修，相关行
业协会、相关网络平台等应出台价格规范，透明
定价，明码标价，材料费是多少，人工费是多
少，消费者有知情权。像一些维修师傅开锁，用
锤子敲了两下，把锁砸坏，门也就开了，前后不
到10秒收费100元，技术不复杂，也没更换零部

件，难免让人有被“坑”之感。
涉及家用电器的维修，家电企业更要考虑它

会否成为消费者的大负担，买得起却修不起。企
业要规范售后维修，要将售后服务费、配件费、
维修费等收费透明化、标准化。前不久有媒体披
露，空调维修中的虚构故障、小病大修等问题十
分普遍，有的只是空调遥控器的设置问题，师傅
却表示要加液、电脑板坏、换电容……对于这些
乱象，相关部门更要打击，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至于学习便民维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职
高、职业技术院校在这类劳动技能教育上，应当
不遗余力。现在有一种不良的倾向：职校学生的
技能培养往往更钟情于“高精尖”，诸如人工智
能，不愿培养低端岗位的从业者，至少被弱化了

许多，这是不应该的。实际上，低端工作岗位的
技术技能含量虽然较低，但不一定必然是较低的
工资水平。比如上述报道中有一位师傅，平均下
来一个月大概能挣到一万元左右。

社区和物业也应当为动手能力差的居民助一
臂之力。据报道，上海浦东陆家嘴街道市新居民
区的服务站里有个“公益小屋”，提供了不少家
电、房屋维修的公益小卡片，居民通过拨打电
话，可联系到与公益组织长期合作的维修师傅，
开价较合理。当然，社区也当适时组织居民学习
如何疏通排水管、更换各种灯管灯泡、维修电器
小毛病等。培养都市人的动手能力，当是一项长
期的社区教育。小区物业也应当考虑完善维修人
员配置，不能只当“二传手”，要为居民方便着
想，提供低价维修服务。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拟定《山东省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
指出，生活奢侈浪费、有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
学生，不能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月13日
央视）

山东省教育厅拟将抽烟酗酒者拉入“困难学
生黑名单”，引发热议，但这种认定困难学生的方
式我认为无可厚非。

认定困难学生有必要参考学生的消费行为。
笔者承担着扶贫职责，脱贫工作中认定贫困户，一
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相关对象的资产及消费情
况。教育部门将学生的抽烟、酗酒情况纳入贫困生
认定的考量要素，符合扶贫的规律。无论是抽烟，
还是酗酒，都不是必需的消费。抽烟按每天一包、
每包10元钱保守计算，一个月需花费300元左右，酗
酒还要配菜，花费就更没谱了。对于家庭不宽裕的
学生而言，这些消费都不是小数字。

困难补助的功能是向困难学生提供必要的学
习、生活保障。比如，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学习文具、
书籍以及在食堂就餐、往返路费等，并不是补助学
生抽烟酗酒。如果一名学生拿着补助去抽烟酗酒，
就浪费了扶贫资金，这不符合教育扶贫的初衷。况
且，教育部门将抽烟酗酒者拉入“困难学生黑名
单”，有助于学生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因此，是完全
合理的。

住在深圳市滨河大道边的吴女士，最近的日
子很难熬。近两年，随着小区旁边地块进入施工阶
段，巨大的施工噪声让她的日子很难过。“经常半
夜里施工，吵得睡不着觉，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吴女士多次向施工方反映，但夜间施工情况并未
得到遏制。

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建筑密度越来越大，
像吴女士一样家在大马路边、工地边的居民并非
少数。治理噪声污染，环保部门加强新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提升处罚金额都是必要的。但噪声防治也

非环保一部门之事，需要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防
治。例如：住房建设部门应结合建筑施工监管和考
核，将使用低噪声先进施工设备、技术工艺，优化
场站噪声控制等指标纳入文明施工管理；交通、城
管等各部门要理顺建筑施工渣土收纳场地开放时
间、泥头车上路时间和噪声污染禁止时段之间的
连接问题，破解问题。总之，建设主体、施工主体和
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拿出更好的方案，妥善处理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文/《半月谈》 漫画/张建辉）

3月12日，在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
“饿了么”平台联合广州21家医院正式设置首
批“蜂鸟配送健康证定点医院”，同时，通过
建立配送员健康证信息系统，与医院共建数据
共享渠道，将办理健康证人员推送给监管部
门，实现从监管部门到平台的资质可查询。
（3月13日《南方日报》）

外卖配送员直接接触食物，他们的健康状
况关系到点餐者的健康。假如配送员自己患有
肝炎、细菌性痢疾、肺结核、较重的皮肤病等
传染病，其服务对象说不定会被传染。近两
年，这方面也的确曝光了一些案例，比如外卖
配送员被查出患有急性肝炎等。配送员的健康
状况是民众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影响着整
个行业的发展。

准确掌握配送员的健康状况，将不适合从
事这一职业的人排除在外，是消除消费者顾虑
的最好办法。当然，这存在诸多困难。配送员
的流动性大，体检项目与标准又不统一，怎么
查验体检结果，也缺乏明确规则，存在一些漏
洞。比如配送员随便找一家医疗机构做体检，
尽管因资质不够或项目设置不合理等原因，体
检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健康状况，照样可以蒙混
过关。即使出现找人代替体检和伪造健康证等
现象，平台往往也没有能力查验。

监管部门确定几个定点医院，然后与医院
和外卖平台共建一个配送员健康证信息系统，
上述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这样一来，不仅医
院的资质更加可靠，而且体检项目和标准也能
得到统一，体检结果也不需要配送员自己递
送，外卖平台可以进入系统进行查阅，消除了
中间做手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
也可进入系统查询，对配送员的健康状况能做
到了如指掌。

这种模式值得推广。“饿了么”平台不妨
将之当成一次试点，等做法进一步成熟后，再
向其他地方推广。除了配送员外，送餐平台还
面临餐饮店和厨师的卫生与健康状况难以掌握
的窘境，是否可以将这一做法扩大到餐饮店和
厨师，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其实，不仅外卖行业需要掌握从业人员的
健康状况，其它很多行业同样如此。比如，保
姆如何体检、其健康状况如何掌握，面临着相
同甚至更加难以克服的难题。保姆的健康体检
标准不一，不同的家政公司各有一套做法，找
人代体检、办假证、买卖健康证等现象十分常
见。针对保姆体检乱象，监管部门也可尝试通
过医院与家政公司共建健康证信息系统的方式
来治理，通过体检信息共享，破解这个困扰民
众多年的难题。

近日，各类“夸夸群”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不少
高校的学生建立了本校的“夸夸群”。在“夸夸群”
内，被人夸奖是家常便饭。（3月13日《北京青年报》）

看了一下“求夸”以及“夸夸”的内容，有一种忍
俊不禁的笑感。例如，有人提出“学习了一下午，求
夸”，便会有群友夸赞称，“能抵制住外界的诱惑而
认真学习，说明您是一个自制力很高的好孩子”。
再比如，一个大三学生，不小心把啤酒倒在了书包
上，在“夸夸群”得到的夸赞让她意想不到：“背上带
酒味的包去上课，你就是整条街最醉人的崽”……

“夸夸群”没有深文大义。求夸的人，也未必就
是真的想要求人夸赞；而夸赞的人，也未必是真的
想要夸赞人。网络的出现放大了“无厘头”，很多人
其实是奔着一种娱乐的态度加入这些群。简单地
讲，就是“闹着玩”的，当真的并不多。

当然，大学生一般远离父母，生活学习当中难
免有不如意，又处于青春期，有排解心理压力的刚
需，这就需要有效的疏解渠道。有社会学家表示，
学生求夸的心态，表明生活中缺少激励，“年轻一
代想通过这种方式，疏解个人情绪，包括压力或其
他情绪。”这种观点，并非无稽之谈，很值得重视。所
以，“夸夸群”有利于心理调节，它以一种极致的形
式，对接着现实中的情感心理需要。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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