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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甘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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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则

    文体活动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组
成部分， 一些文体活动具有激烈的对抗
性，带来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参与此类活
动，参与人应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自甘
风险”。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明确
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
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对于足球赛有一定的
人身伤害风险，管阿姨儿子是清楚的，自愿
报名参加。 这时， 如果活动组织者没有过
错，其他参与人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管阿
姨儿子需自己承担伤害风险。 这一规则保
证了文体活动中各组织者、 参与者在无过
错的情况下无需承担赔偿义务， 让人民群
众在文体活动中更加“愉快地玩耍”。

林圻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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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阿姨：东东，

侬这腿怎么啦？

管阿姨儿子： 今天公司组织足球赛，

和人撞在一起摔了跤。

管阿姨儿媳： 公司组织

的，好找公司赔偿吗？

管阿姨儿子：是我自己

报名参加的，和公司又

不搭界的。

管阿姨：东东说得没错，

这是“自甘风险”原则。

    本报讯 （通讯员 钱超 记者 袁玮）

为助推人口普查工作顺利进行，今年 8月，
虹口区人社局与区人普办联手推出人口普

查数据员社区见习岗位，面向 35岁以下本
市户籍青年提供见习平台。如今，这些奋斗

在普查路上的见习青年工作情况如何了？
10月 12日，摸底排查开始，见习大学

生许铭珠和凌吴洁分别来到北外滩街道海

宁居委会和昆山居委会。他们的主要工作
任务是协助普查员将摸底数据和普查数据

录入电子采集设备（PAD或智能手机），此
外还要核对差异表，摸底表与正式表之间

的差异都是需要人工去核对完成。
这个工作看似程式化的操作，却需要

细心、耐心和责任心，缺一不可。“开始真的
不适应，录入数据常常一坐就是一天，眼睛

酸、腰痛不说，每天八九点下班都算是早
的，我用了 3天才慢慢适应这种节奏。”凌

吴洁回忆道，有一天因为工作到深夜，错过
了地铁，他索性睡在居委会。昆山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周丽敏表示：“以前总觉得 90后、

00后挺娇弱的，但接触下来发现他们挺有
责任心的，也有团队意识。”

被大家戏称为“老普查员”的许铭珠
是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三的学生，10

年前曾跟随母亲亲历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我妈妈是居委会干部，这次有机会可

以来居委会见习，感觉一点都不陌生。”问

起前后 10年的差别，她说：“十年前是一张

纸，一支笔，手上还要拿着电筒，现在只需
一部手机就能完成很多事情。”
北外滩昆山居民区共有 3048户，空挂

户 729户，人口普查基本原则是“见人就
登，见户就登”，时间紧任务重，普查员常常

开启“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在凌吴洁
的眼中，昆山居委会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

员们都是“时间管理大师”，他们总是风风
火火，争分夺秒。许铭珠说自己在普查员

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待人接物的能力，如

何细心耐心地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有机会

的话，她将来也想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在见习的过程中，年轻的大学生面临

的最大难题竟然是“社恐”，“00后”向陌生
人开口“太难了！”凌吴洁说：“第一次和居

民面对面，张嘴就说了句‘你好！’然后就是
沉默，一直沉默……完全不知道该说点什

么！”后来凌吴洁学会了“偷师”，一旁观察
普查指导员如何打电话，“我会拿笔记下普

查指导员的开口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万

一答非所问了，又该怎么应对。自己依葫芦
画瓢，几次下来，沟通顺畅多了。”许铭珠说

自己也有同样的状况，她摸索出来的方法
就是对着镜子说话，想象自己该如何与陌

生人搭讪，“我会看那些普查员，学他们的
言行举止，渐渐地自己也变得从容起来，不

像当初那么怵。”
北外滩街道社区发展办公室主任程方

沂表示：可以用“稚嫩如预期，进步超预期”来
形容这批见习大学生，“经过这段时间的锻

炼，他们的眼神自信了，能坦然面对一切了。”

    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不断推进，

11月 16日起长表登记正式开启。“长表包
括 19项户记录和 29项人记录，后台随机

抽取短表中的 10%作为登记对象。”上海
陶家宅居委会主任吴江远介绍。

本期《十分上海》“大国点名”特辑，我
们将继续跟随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的普查

员，看看面对进一步的登记市民有何反应，
瞧瞧“冲刺”中的大家如何比对复查。

行业、职业、婚姻生育、居住、身体健康

状况……这些问题都会在长表登记时被问
到。“房子有几层？”“车子有几辆？”“女儿

留学多久了？”在延安西路 1547弄，普查员

坐在两位老人当中，拿着手机把回答一一
记录下来。“十年前没那么多问题，也不用

手机，现在问得更细反而不需要那么多纸
了。”74岁的市民曹先生说。

除了在长表这个“深水区”推进，普查

员们还有项任务，给之前短表的数据“排
雷”。“信息导入系统后，会与其他数据库

以及其他区录入的资料比对，出现不一
致的地方，就是工作没到位的地方。”在

吴江远看来，这是普查信息电子化带来的
便利之一。

晚上 7点，吴江远还在等约好的居民。

她表示，长表阶段到 11月 30日结束，而比
对复查则要持续到 12月初，“居民也很配

合长表普查，为什么？有的说‘家底摸得越
细’办事越有底气，

有的说被问到的事

肯定是重要的事，
也可能是未来有变

化的事，大家都充
满了期待。”

《十分上海》

摄制组

    国务院办公厅几天前印发 《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
案》，聚焦如何优化老人日常出行、就医、消

费、文娱、办事等服务场景。 移动互联网时
代，一部手机走遍天下。方案传递出明确信

息：当务之急，是要帮助更多老年人能用、

会用、敢用、想用智能手机。

然而，打开几大网购平台，一些“长相

复古”的功能机（功能相对单一的非智能手
机），始终高居老人机销量榜前列。实体键盘

搭配低分辨率小屏，具备大字体、大音量、大
电池等对老人友好的特点，用起来却着实单

调———可以打电话、发短信，但没法刷微信、

扫码支付，拍照和上网功能也如同鸡肋。

只要字体够大、铃声够响、待机够长，

就会受到老人欢迎； 至于丰富多彩的智能
软件，他们反正也搞不清、学不会，有没有

都无所谓———“老人机”的定义，被谁先入
为主地关进了这么狭窄的框框里？

不要低估老年人的求知欲和学习能
力，更不能因为“懒得教”而无视那些或无助或渴望

的眼神。 如今的老人机市场，不缺“价廉物美”的概
念，缺的是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手机和相关服务。

想弥补这些短板，先从打破“老人机就是功能机”的
刻板印象开始，鼓励老年人多尝试智能手机。

传统直板造型、自带机械按键的老人机，可以在
其他领域找到用武之地，比如，改名为“学生机”。 当

一些老人还在“学用智能手机”的大门口徘徊时，许

多中小学生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聊微信、 刷抖
音、玩手游……日渐沉迷，无法自拔。父母与其送“神

通广大”的智能手机，让孩子丢了好视力和专注力，

不如选“返璞归真”的“学生机”，既方便联系，自己也

安心。其实，不少家庭的购物车里已经出现了这类手
机，不送长辈，专供孩子。

一次“改名”，应对两个痛点：老人机需要更“聪
明”，提供更多智能化适老软件和服务；学生机则应

更“纯粹”，让孩子们少一些诱惑。 长大后，与各种智
能设备和电子屏幕“缠绵”的日子长着呢，现在何必

“日夜厮守”？

你有没有成为“被选中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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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人口普查岗位见习是种怎样的体验？

“00后”克服“社恐”向陌生人开口

十分钟 邂逅《十分上海》 · “大国点名”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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