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我的菜， 我就这么坦

率！ ”“不靠谱的大爷不比不靠谱

的小伙少”“你必须伺候我”……

这些话不是出自网络段子或搞

笑语录，而是来源于中老年相亲

节目里的大爷大妈。 几个月以

来，一批中老年相亲节目火爆全

网，有些甚至成了年轻网友热议

的话题。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渴

望获得情感依偎、 寻找另一半共

度余生是人之常情， 单身的中老

年人同样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大爷大妈们在相亲节目中耿直不

忸怩、言语坦率犀利，使许多观众

印象深刻， 也为人们提供了另一

个认知老龄化社会的视角。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

2.64亿。另据有关机构估算，我国

有婚恋需求的中老年人在 5000

万人以上。 电视台纷纷推出中老

年相亲节目， 无疑是迎合这一庞

大需求。网络视频加速扩散传播，

更使相关节目火爆“出圈”。

大爷大妈“硬核相亲”应运

而生，并非偶然。 中老年人物质

生活稳定， 渴望获得心灵慰藉。

社会对中老年人再婚也非常包

容，一些成年子女主动为老人再

婚牵线搭桥。 毫不夸张地说，种

种变化是社会人文进步的细节

体现，也侧面反映了中老年人权

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因此，中老年人在相亲时的

“爆点”，也应被理性看待。 经历

岁月风霜的洗礼，中老年人很清

楚怎样的伴侣适合自己，他们需

要的往往不是甜言蜜语、海誓山

盟，而是现实的柴米油盐、相互

扶持。 所以，中老年人在相亲节

目中直言不讳， 并非是博人眼

球。 相对于年轻人，中老年人婚

恋没有太多容错和试错的空间。

尽管他们大方地登上相亲的舞

台， 但他们持慎重严肃的态度，

这并不奇怪。

反观一些段子手，对征婚的

中老年人的话语故意断章取义，

将所谓的“猛料”剪辑汇总放到

网上吸睛引流，难免引发网友误

读误解。这不仅是对中老年人婚

恋的不当消费，而且使一些当事

人面临本不该有的舆论压力，甚

至对生活都造成了困扰。这种情

况必须引起警觉。

对电视台而言，不仅要考虑

相亲节目的收视率，更要立足于

服务好中老年征婚群体，要体察

他们的个性需求， 进行真诚沟

通，努力搭建鹊桥。 中老年相亲

节目“出圈”，制作方更要确保节

目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谨防内容

哗众取宠，不能让中老年人婚恋

节目沦为搞笑视频，更不能让本

已孤独的后者成为被恶搞的对

象。 扮演好红娘角色，不辜负长

者们的信任，这是媒体应有的社

会责任担当。

一旦发现不妥视频，或是接

到相关投诉，视频平台应迅速处

理。防止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的视频传播，不给不良账号和博

主以可乘之机，是平台应当秉承

的底线。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对于中老年人包括婚姻在内的

正当诉求，社会要积极正视并给

予支持。 真正为中老年人好，就

应尊重他们的意愿，以他们愿意

接受的形式， 提供相关服务，破

解潜在羁绊，清除后顾之忧。

“夕阳红” 应该是美好而温

馨的，谁都无权冷嘲热讽。 在某

种程度上，今天的中老年人能否

安享余生，也昭示着现在的年轻

人的明天。 摘编自人民网

据报道，杭州西湖区某小区，以

前常有烟蒂、瓜子壳、纸巾从高楼上

往下掉， 自安装 37 个朝天摄像头

“仰头”对着居民楼的阳台后，高空

抛物的现象少多了， 居民进出安心

了很多。

高空抛物是近些年来伴随 “万

丈高楼平地起”产生的问题，成了悬

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刀， 造成不少事

故，屡屡见诸报端。 在个别小区，居

民们在高楼下行走战战兢兢， 唯恐

又被什么玩意砸到。

有了摄像头， 对有高空抛物不

良习惯的人无疑是个威慑。

但是，“魔道”争斗，永远在不停

变幻中。 有些地方明明装了高空摄

像头，但就是有人要“挑战”一下法

律和道德底线，选出一个“刁钻”的

角度，往下抛物。

这是因为， 有的高层建筑实在

是太高了，存在一些盲区，或者因为

高，导致物体掉落速度很快，让摄像

头捕捉不到高空抛物的轨迹。 安装

摄像头是办法，但如何安装更好，值

得研究。

比如，北京一个高层社区，居民

购买安装了一款可以高速记录抛物

轨迹的摄像头，这样，记录高空抛物

的效率就高多了。 国外有居民楼几

年前在不同位置安装了防高空抛物

监控系统，分层监控，有利于后期辨

别高空抛物发生楼层， 成为了当地

最有效杜绝高空抛物的方法。

想杜绝高空抛物的发生， 除了

安装“硬核”摄像头，也需要在“软

件”上下功夫。

比如，进一步提高禁止高空抛物

的宣传力度， 使之成为居民共识，内

化为个人素质。 比如，设置专门的监

督人员，24小时进行监控，记录下不

遵守公约的居民，上门劝说教导。

如此，软硬结合，多管齐下，才

能真正持续而有效地杜绝高空抛

物。 摘编自《钱江晚报》

杜绝高空抛物，需要“软”“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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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相亲节目为啥火爆“出圈”

大学生当保姆，有何不可？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话说

起来轻松，道理也人人能懂，但一落

到具体的事儿上， 却容易遇到让人

难以接受的情况。好比，大学生当保

姆。大学生，接受了十多年的正规教

育，读了那么多书，干什么不好，非

要去干这个，合适吗？

鞋合不合脚，脚知道；工作合不

合适， 做的人知道。 有这么一个案

例：29 岁的山东女孩刘宇大学学习

音乐专业，曾在日本留学一年，会拉

小提琴、弹钢琴，还能讲一口流利的

日语。 她现在在北京是一位全职住

家保姆。 做饭、打扫、辅导孩子功课

……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 5年。

近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尽管很多人不理解， 但她自己很满

意现在的工作： 月收入过万， 包吃

住，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类似刘宇

这样的案例，这些年越来越多。 较高

的收入、稳定的工作环境，加上“我喜

欢”的态度，让很多人和刘宇一样，对

这份工作有了不同常人的看法。

可即便 “千金难买我愿意”，但

还会有旁观者评论，这是人才浪费。

“人才浪费论”一点都不新鲜。 海归

去当城管了，是人才浪费；博士去中

学教书了，是人才浪费；名校毕业生

卖猪肉了，是人才浪费……在“人才

浪费论”者眼中，好像没有不浪费人

才的职业， 只有站在云端超凡脱俗

的“人才”。

就拿“保姆”来说，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家政市场的供需缺口达上千

万人， 未来五年高层次家政行业专

业人才的缺口高达 20万。消费者对

学历和一技之长都非常看重， 精品

保姆更成为市场“香饽饽”。 可在巨

大的人才需求情况下， 国内开设家

政专业的大中专院校寥寥无几，一

些开设相关专业的学校也面临招生

难的尴尬。 大学生当“保姆”是人才

浪费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

职业本没有贵贱之分， 但不同

的工作强度和回报高低， 却决定了

不同职业在人们心中的等级和地

位。说到底，家政工这类的职业会被

认为是“浪费人才”，原因可能就在

于回报太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课题组

于 2019年 6月至 10月先后在北京、

济南两地， 对 1591名家政工进行访

谈，并发布调查报告。根据报告，两地

住家家政工日均工作时长超过 13小

时。 北京、济南受访的养老护理员平

均小时工资分别为 14.8 元/小时和

14.2元/小时， 仅为当地最低小时工

资标准的 61.7%和 74.3%。

刘宇们是站在这一行业“金字塔

顶端”的人，虽然收入和工作状态让

自己满意， 却依然无法改变大众对

行业的固有印象， 这不得不再次提

醒人们： 家政行业的发展已经把行

业制度建设甩在了身后。 家政行业

的人才培养、薪酬待遇、职业准入和

职位晋升等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理想

的职业”，但每个人都能有“职业的

理想”。社会要提供实现这种职业理

想的土壤和条件。 在一个健康发展

的职业体系下， 个人选择何种职业

应该以意愿和能力为前提， 而不是

以身份去定义和评价职业选择。 希

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更加理直气壮

地说出这句话：大学生当“保姆”，有

何不可？ 摘编自《工人日报》

为有效防范和

坚决遏制重特大火

灾事故发生，奉贤区

海湾镇在全镇范围

内开展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

结合区域实际

聚焦重点领域、重要

场所和薄弱区域，分

类施策， 精准防范。

深入推进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集中攻坚，有效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坚决遏制较大及以

上火灾发生，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

走访检查

海湾镇副镇长

徐晓峰带领经济中

心、安监、城管、市场

所等相关人员与四团

镇相关领导和部门一

起对即将接管的临港

新片区海湾镇管理区

域内的食品流动摊贩

开展摸底和检查，同

时对集中疏导点内的

食品安全、 消防和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检

查。 要求管理方加强

消防安全检查和宣

传，及时消除隐患，全

面有效落实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 确保安全

稳定。

重点区域

消防检查

海湾镇安监队

对海湾森林公园冬

春火灾防控工作进

行检查指导，重点防范森林火

灾事故的发生。 要求公园加强

园区外包单位、林地的安全巡

查，微型消防站应急队伍随时

待命， 应急物资准备充分，公

园入口处游客入园的疫情防

控工作不可松懈。

重点区域消防检查

对沿街商铺、 企业单位、

燃气供应站点等重点单位开

展违规用火用电用气、占堵疏

散通道、消防设施缺失、巡检

记录不全等隐患问题检查，督

促落实主体责任，提高火灾防

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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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商丘、河北衡水、江苏

宿迁等地爆出的“雷句”反映了当下一

些市民热线的痛点。

市民热线是治理服务观念提升的

载体。随着近年来的探索升级，市民热

线已经成为各地了解民情搜集民意的

窗口， 也是百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

重要渠道。

市民热线背后是城市资源的优化

整合。 要形成对职能部门的强制力和

督促力， 确保案结事了， 不仅把事办

完， 还要办好办得让群众满意。 近年

来， 一些城市运用现场联合办公的机

制， 一些城市建立书记市长热线定期

请一把手坐镇，事实证明，唯有通过市

民热线成为整合资源调动资源的载

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市民热线背后是党员干部精神面

貌的提升。 事实上，一些长期得不到解

决的民生难题，往往都是处于多部门执

法的焦点，或属于现有制度的盲区缺乏

政策依据，如果工作人员做不到真心真

情为民，不能本着实事求是，攻坚克难

的宗旨调查研究，那必然无法回应群众

的关切让老百姓满意。市民热线是一扇

窗，职能部门看似在幕后，但老百姓透过窗却

能清晰地看到干部们的精神面貌。让窗户充满

阳光，需要提升的是整支干部队伍的作风。

市民热线是展现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窗

口，是老百姓解决困难的渠道。唯有转变服务

观念，整合自身资源，改善干部作风，才能搭

建起政府与市民的连心桥。 摘编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