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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未开学，“孩子咋看护”成时代考题

□ 王继洋
随着疫情防控态势趋于好

转，各地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复
产。不过，由于学校的特殊性，
全国除个别地方外，大部分地区
尚未明确具体开学时间，因此总
体而言孩子的开学日期要比父
母复工晚，这就直接导致了双职
工家庭出现无人看护孩子的问
题。在多数地方都是“听课不停
学”的情况下，家里的网不能断，
结果缺乏学习主动性的孩子自
己在家，网课效果还真不好说。

“我们已经连续3周把孩子自

己放家里了，他的网课上得怎么
样，还真不好说”，家长群里有人很
无奈。也有人透露，自己的微信支
付密码不知道怎么让孩子知道了，
被孩子偷偷在游戏上充值了1000
多元。还有些家长在家里安装摄
像头，时不时监控孩子在家的情
况，也能跟孩子视频聊天。

中学家长群的话题，往往集
中在孩子的学业上，而小学家长
群则更多集中在孩子的安全上。
要知道，在不少国家，把不足12岁
的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是违法的，
但当前有些家庭却不得不将孩子
单独放家里。如果是往年，父母
可以把孩子放到托管机构，可今
年这些地方都还未复工了，根本
没地方送，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

面对孩子看护的这道时代考
题，有些地方给出了解决方案。
比如北京，早在1月31日，由北京
市人社局、教委联合下发的《关于
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
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
的通知》指出，每户家庭可有一名
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通过
电话、网络等方式完成相应工作，
采取错时、弹性等灵活计算工作
时间的方式，提供正常劳动，其间
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
勤照发，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随后，杭州、济南、温州、开
封等地给出相应政策，鼓励支持
双职工中一人带薪居家看护孩
子。各地出台这样的政策值得
赞扬，但也要看到，这些政策基

本都是鼓励倡议而不带有强制
色彩。这意味着，在具体执行效
果上，还是需要打个问号的。在
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还是希望
企业层面能给员工更多支持和
帮助，比如发放补助、错时调休、
为长辈来看护孩子提供便利等。

疫情是对国的考验，也是对
家的考验。如今，我们以举国之
力，让疫情逐步“清零”，复工复
产热火朝天，助推国家经济发
展。但在学校没开学、托管机构
没复工的情况下，作为国家未来
的孩子，不该成为被遗忘的群
体。闷在家里的他们，无疑是一
道摆在社会面前的时代考题，答
题的除了每个家庭，还应该包括
相关部门。

疫情是对国的考验，也是对家的考验。如今，我们以举国之力，让疫情逐步“清零”，复工复产热火朝天，助推国家经济
发展。但在学校没开学、托管机构没复工的情况下，作为国家未来的孩子，不该成为被遗忘的群体。闷在家里的他们，无疑
是一道摆在社会面前的时代考题，答题的除了每个家庭，还应该包括相关部门。

保护和传承农村生产生活遗产，不仅是保护和传承手工劳动时代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保护和传承农耕时代的文化财
富，还是在捍卫我们的“舌尖美味”。在全面工业化时代，一些地方以创造性的农村手工劳动和因材施艺的个性化制作，
在竞争中胜出，在财富创造上日益显示出更强劲的实力。

□ 何勇海
据《成都商报》报道，近日，

四川印发《四川省农村生产生活
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方案》。本
次所涉及的农村生产生活遗产，
主要指具有历史传承，民族或地
域特色，与日常生产生活联系紧
密，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传统制
作技艺及相关产品，是创造性的
农村手工劳动和因材施艺的个
性化制作，具有工业化生产难以
替代的特性。首批包括传统晒
醋技艺、酱粑酱油酿造、传统手
工腊肉腌制、烟熏牛肉传统技
艺、蜀绣羌绣传统技艺、黑砂技
艺、竹编草编技艺等40余项。

保护和传承农村生产生活
遗产，这种做法比较新鲜，值得

推广。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十分
重视保护农村物质文化遗产（如
农村文物、乡土建筑、古代遗址
等），以及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传统节庆、传统文艺、传统医
药等），还有文献类遗产（如家
谱、村志、乡土知识读本等）。然
而，对于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却普
遍重视得不够，或者只是在喊

“保护”，行动上却裹足不前。
实际上，农村生产生活遗

产，也就是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
传统制作技艺及相关产品，属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工
业化生产到来前，使用手工劳动
的传统制作技艺，撑起了人们的
生产与生活，促进了人们就业增

收，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
步。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一些
手工生产生活技艺虽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但它们是历史上一代
又一代先民创造并保存下来的
财富，一代又一代人都有责任和
义务去保护和传承。

曾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说
的是，乡村手工粉条曾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贡献了很多美味的食
品；然而现在，乡村手工粉条几
乎全面消失，即使宣称“手工”，
也未必是真实的。工厂生产出
来的粉条无论是品相还是味道，
总让人觉得缺乏原有的味道。
又如传统手工腌制腊肉，总容易
让人想到家乡的味道，从而口舌
生津；而工厂批量快速腌制出来

的腊肉，大功率的烘干机和恒温
烤箱代替了柴火，让人觉得少了
那股子“烟火气”，吃起来不对
味、不够香。

因此可以说，保护和传承农
村生产生活遗产，不仅是保护和
传承手工劳动时代的历史见证，
而且是保护和传承农耕时代的
文化财富，还是在捍卫我们的

“舌尖美味”。更何况，保护和传
承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可以对农
村经济发展赋能助力。在全面
工业化时代，一些地方以创造性
的农村手工劳动和因材施艺的
个性化制作，在竞争中胜出，在
财富创造上日益显示出更强劲
的实力。

□ 范军
“咱们约个什么时间

呢？”疫情期间，原本只在
特定场合下出现的“预
约”，强势占领了大家生活
的方方面面——— 买口罩要
预约、下馆子要预约、理发
要预约、扫墓要预约、连赏
个樱花也要预约……

“预约制”早已算不上
一个创新概念，在就诊挂
号、景区门票等特定服务
领域，人们早已分享了它
带来的利好。而疫情造成
日常生活和公共服务暂时
性“停摆”后，预约制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催化。“约”
声响起来，已经成为疫情
期间生活的一部分。

有人曾强烈抱怨，预
约制限制了购买和接受公
共服务的权利。但是，景
区不再人挤人，看病不用
等太久，高速公路不再蜗
牛爬行，图书馆不再站着
阅读，博物馆不再在烈日
下蒸煮……这些看得见的

“甜头”，正是“约”声响起
来的美妙。

疫情期间，不少“预
约”是非常时期不得已而
为之，但它确确实实嵌入
了人们的生活日常。买口
罩要预约、下馆子要预约、
理发要预约、扫墓要预约、
赏樱花要预约……因为预
约，我们成功避免了聚会、
聚餐和聚集性活动带来的
风险，在控制传播源、阻断
传播途径上取得了巨大
战果。

当然，我们也深切感
受到，因为预约，我们的生
活变得越来越有计划，越
来越能够克服盲目和盲
动，出行和办事也越来越
有效率。这是为何？因
为，预约有效统筹和调节
了公共服务资源，使公共
服务资源实现了简约高效
配置，进而疏通了公共秩
序。所以说，预约制是一
种城市管理智慧。

“约”产生于公民与城
市服务之间，既是一种约
定，也是一种契约。遵守
契约，提供服务和接受服
务都不“爽约”，是预约制
带来的良好互动生态。特
别是，预约制推动城市服
务部门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手段构建智
慧体系，提高城市服务能
力和水平，实现公共服务
精准化和人性化，无疑是
城市管理的提质增效。

预约制在推行之处曾
遭受顽强的抵制，经此一
役，它已经深入人心，化作
生活日常。购买和接受公
共服务，“约起来”必然成
为一种习惯，也必将推进
公共文明。

预约制是一种
城市管理智慧

保护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值得推广

小区强收过路费，
外卖小哥哭无泪。
复工收入本不高，
如此规定似犯罪。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24日，陕西西安有外卖小哥反映，一小区对
外卖小哥进小区取餐、送餐做出规定，每月收50
元月费，否则无法进入。一外卖小哥表示，由于
刚复工，每天好一点才能挣一百多元，担心周边
其他小区效仿。对此该社区委员会表示，收费是
为约束外卖小哥横冲直撞。据3月25日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