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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前后，是劳动者换岗流动的高峰
期，也是企业开工复产的关键期。为全力稳就
业、保用工、促发展，各地各部门在招工用工方
面出了不少实招，积极稳定节后就业用工市场。
（据中国经济网）

临近春节，各地纷纷推出稳就业、保用工政
策，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为稳定节后就业用
工市场作准备，保障企业用工需求的“抢人大
战”已悄然打响。为缓解企业用工问题，不少地
方春节前夕“先人一步”，推出招聘会、直播带
岗、“就业巴士”移动招聘服务，让招工更快捷、
就业更方便。

每年的春节，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开始提前
返乡。每年此时，城市用工压力达到顶峰，一些
行业尤其面临招工难的问题。因此，各地政府和
企业采取积极措施来留住员工和吸引新员工。
东莞市送出春节前后暖工稳产政策“大礼包”，
为外省户籍务工人员发放交通补贴、按 1000
元/人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上海

组织开展集体过年、送“新春礼包”等多种形式
的“送温暖”活动，组织实施包机包专列等服务，
保障农民工有序返岗务工，各级人社部门组织

“点对点”返岗复工、赴中西部省份劳务对接、举
办各类专场招聘会、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等相关
活动，全力推动上海稳岗留工送温暖和春季促
进就业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各地方通过稳工稳
岗、促就业、稳产促增和丰富供给等措施，积极
应对春节前后“用工荒”的问题。

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春节返乡潮等周期性因素影响明显；我国人口
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导致劳动
密集型行业出现用工短缺。另一方面，传统的劳
务输出大省不断加码产业政策，一些劳动密集
型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厂生产，对于一些务工
人员来说，“家门口就业”成了性价比更高的选
项，外出务工积极性减弱；新生代农民工，时间
自由、收入也不低的灵活就业显然对他们更有
吸引力。归根究底，他们只是某座城市的“过客”
和“打工人”，缺乏真正的归属感。

“春节留人”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

从“抢人”到“留人”的转变过程中，各地必须
对症下药，如在落户、购房、就医、养老、子女
就学等优惠政策上，将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纳
入惠及范围，让外来务工人员真正把一座城
市当成自己的家。采取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
作待遇、拓展晋升空间、助力技能提升等措
施，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
更多年轻人在企业实现体面就业，实现劳动
者、企业和城市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长远来
看，在待遇留人、发展前景留人上更多着墨，
将“招得来、留得住”的工作做实做好，让劳动
者愿意留下，尽最大可能降低人员流动率。

设计“抢人大战”，更要谋划“留人大棋”。各
地在打响“抢人大战”的同时，在如何下好“留人
大棋”的问题上，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智慧。安
居才能乐业，破除制度壁垒，进一步促进公共服
务均等化，加强劳动社会保障，提高福利待遇，
促进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发展，保持就业连
续性、稳定性，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安心生
活，真正把城市当家，春节前的“抢人大战”，春
节后的“招工难、用工荒”也许就会渐行渐远。

节后上班，许多年轻人决定拿出压箱底的
丑衣服、旧衣服，甚至总结出的“恶心穿搭”还成
了互联网热榜。这些看上去不修边幅的年轻人
被戏谑为“在办公室没有在乎的人”。衣柜里偶
尔的亮色或许已经是当代打工人最后的温柔。
有种说法是，上班之后衣服分成了两类，好看的
衣服根本不想穿去上班，丑衣服旧衣服都留着
上班穿。（据中国新闻网）

老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当下的许多
年轻人却宁愿穿着“丑衣服”上班，俨然一副不
修边幅和满不在乎的邋遢模样。其实，这并非是

“以丑为荣”的刻意所为，而是反映了年轻人一
种轻松随意、淡化“班味”职场的心态。对于其背
后的助推因素，不仅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包容，更
呼唤未来职场以更人性化的环境塑造来顺应与
调适。

过往，对于职场的衣着打扮，年轻人是很在
意的，他们希望以时髦靓丽的着装外表给同事

和上司留下好印象。可如今的年轻群体缘何竟
有如此大的反差？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方面的
因素：首先，通勤时间受限让许多年轻人不愿花
时间精致打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百度地图联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
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中国超大城市单
程通勤平均耗时40分钟、特大城市单程通勤平
均耗时36分钟。这种节奏让很多年轻人无暇着
意上班打扮。有网友表示，顾不上洗脸，只用毛
巾或洗脸巾擦一下眼睛就出门了；还有人索性
将奶茶包装袋或外卖袋当背包，装上充电器等
物品上下班。这种不再精致穿搭的现象，被戏称
为“没有在乎的人了”。

其次，职场压力增大也让年轻人无心和
无力顾及外表。每天繁重的工作任务和高强
度的职场压力，让年轻人早出晚归，没有多余
精力搭配衣着。与其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费
在打扮上，倒不如充足睡眠养精蓄锐，让工作
状态饱满有力。还有一部分年轻人认为，如果

在公司打扮得光鲜亮丽，就会感觉局促、紧
张。有一家出版社的“95 后”编辑给自己定下
上班着装标准：头发不乱，衣着随心，快意舒
适，皮肤气色要好。这可以看作是很多年轻人
的典型心态。

其三，便利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的消费与
着装观念产生影响。疫情期间，很多人在家就穿
着家居服、睡衣，这给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造成冲
击。许多人不再追求外表精致华丽，而是注重实
用和性价比。反映在职场，衣着打扮不再成为关
注焦点，主打保暖、防风和遮挡的穿着，成为许
多普通打工人的选择，甚至有人索性手边有什
么就穿什么。衡量职场竞争力的标准进一步向
内在技能与工效聚焦。

其实，旧衣服只不过是样子过时，并不
“丑”，当年购买时同样是“美”的，着旧衣服上班
反而显得朴实低调，也节约了资源。围观“上班
穿丑衣服”的逆袭，需要人们包容、点赞、支持年
轻人“会过日子”的务实态度和观念更新，唤起
劳动者不比外表拼素养的就业理念。

“天价彩礼”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值得肯
定，但治理方式方法要科学，治理手段要
遵守法律法规，别为了治理“天价彩礼”不
顾一切，不计后果，如此治理后患无穷。

为了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给予
一些正向的激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
要的。比如创业扶持、健康体检、交通出
行、酒席优惠、商购打折、农业优惠等
等，但将“低彩礼”与优先择校挂钩，显
然是算歪了方向，用错了力，不但不会
起到正向激励，而且留下诸多隐患，可
谓得不偿失。

优先择校关乎教育公平，这对老百姓
来说，是最大的公平，也是老百姓最为关
注的公平。优先择校和“低彩礼”挂钩，也
许会起到一定的效果，毕竟“优先择校”还
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一旦两者联系起来，

“优先择校”成为“奖品”，却是有悖教育公

平的。事关彩礼，无非是快要结婚的年轻
人才有机会享受到，这对于许多人来说，
根本没有实现的路径。让我们发挥想象
力：既然关系到“优先择校”，为了孩子，是
不是会有人一番操作，甚至先离婚再结
婚，以实现“零彩礼”“低彩礼”。如果这
样，是这个政策的初衷吗？

2022 年 8 月，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
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
有效遏制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
区持续蔓延势头。今年2月1日，最高法发
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治“天价彩
礼”要用法治之力，却不能操之过急，毕竟

“天价彩礼”的成因复杂，关系也错综复
杂，整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想要通
过“特效药”整治“天价彩礼”，极有可能走
上歪路。

彩礼是定婚时男方给女方及其家属
送的钱物。从传统习俗角度而言，定亲送
彩礼目的是男方向女方表达爱慕之情，
并向其家属表示感恩。但随着经济生活
水平的提高，彩礼水涨船高的现象在不
少地方尤其是农村频频上演，定一门亲
事要支付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高价彩
礼已经成为让很多家庭承担不起的婚俗
陋习和令人头疼的“爱的重负”。同时，在

“天价彩礼”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婚姻观
扭曲、亲情爱情受伤的不良现象。

正是基于此，不少地方开始改革彩
礼婚俗，倡导文明简朴的婚俗新风。国
家在关于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等领
域的文件中也都专门提出要改革农村
婚俗，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
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江西崇义县出台“零彩礼”“低彩礼”
家庭礼遇机制，其目的就是通过给新人家
庭提供“礼遇”的正向激励，推进“零彩礼”
和“低彩礼”等文明婚俗新风的落地，实现
让爱“纯洁”，为爱“减负”。从移风易俗和
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而言，此举值得点赞
肯定。其中对倡导践行“零彩礼”“低彩
礼”夫妻、“零彩礼”“低彩礼”岳父母落实

县内国有景区免大门票、免费健康体检、
免费乘坐公交车、优先聘用为文明实践员
和其他公益性岗位、享受婚礼席宴、床上
用品、婚纱摄影等折扣优惠等，确实体现
了正向激励，但即便如此，对“零彩礼”“低
彩礼”家庭子女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
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却并
不妥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
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
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
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
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将父母行为是否
文明、家庭是否践行文明婚俗习惯等与入
学机会和受教育权利挂钩，这本身就是一
种破坏教育公平的违法行为。

移风易俗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
体现，倡导并践行“零彩礼”“低彩礼”新风
也是树立新型婚俗观、助力社会文明发展
进步的重要体现，及时推广并通过正向激
励的方式推进新型婚俗观落地、助推移风
易俗值得点赞，但其必须建立在依法、合
法的前提和基础上，都必须尊重法定权利
不可侵犯。

咖啡吧里放松小聚，健身馆里挥洒汗水，职
工超市一站购齐……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工
人从挂着“欢迎回家”标语的大门进进出出。这
里是湖南省永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人俱乐
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园区工人“聚乐部”。（据
《工人日报》）

一栋由员工宿舍楼的3层闲置房屋改造而
成的工人俱乐部，为何如此受欢迎，被称为名副
其实的园区工人“聚乐部”？用湖南省永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主席陈雪梅的话来说，按

照适用、好用、够用原则，俱乐部的服务项目都
是问需职工而设立的，看起来并不“高大上”，但
人气鼎盛。“简单、实用的俱乐部，消除了工人进

‘家’的心理门槛。”
毋庸讳言，现在许多城市的区县一级总工

会和一些大中型企业大多设有工人俱乐部。总
体来说，运行良好，受到职工欢迎。但也有部分
工人俱乐部，知晓率较高，使用率不高，人气不
旺。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少职工不太满意其服务
项目的设置，花不少钱建的工人俱乐部，看起来

“高大上”，服务项目却不够接地气，让工人没有
一种“回家”的感觉。

笔者以为，工人俱乐部是吸引和组织职工
开展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要让更多工人俱乐
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聚乐部”，首先要从服
务项目这一源头上多征求职工的意见，像永州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那样，多搞些公益性、
有职工特色的文化体育活动，增强工人的参与
感、融入感、归属感。让职工进得了“家门”，找得
到快乐，才能最大限度满足职工多样化精神文
化需求，把欢乐聚集到职工身边，提升工人俱乐
部的使用率，使其真正成为职工的“精神家园”
和“文化乐园”，进一步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坚持疏堵结合、标
本兼治，创新移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
村民自治作用，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
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
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鼓励各地
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
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
人情负担。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
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
所 以 ，江 西 崇 义 县 重 视 治 理“ 天 价 彩
礼”，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的出发点
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将此与学生
入学挂钩。

从法律上来说，政府部门把孩子的入
学与彩礼问题挂钩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的，有失教育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
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当地人民政府应当
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应该保障适龄孩
子就近免试入学，不得随意设置入学门槛
条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以抓孩子入学
来抓其它社会问题治理的工作思路可休
矣！请让义务教育回归其本身。

把收彩礼情况与入学挂钩，存在诸多
问题。首先，孩子上学，与父母、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当年送彩礼、收彩礼有什么关
系？教育机会应当不受家庭因素的束缚。
其次，彩礼数额往往难以精确衡量，核查
的巨大人力物力成本又由谁来负担？再
次，办理礼遇卡还可能会给某些部门提供
权力寻租的空间。

说到底，公权力部门可以倡导社会新
风尚，却不宜在制订公共政策时干涉居民
的合法权利。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治理社会问题
时，存在动辄与入学挂钩的工作思路。这
一工作思路看准的是家长都在意孩子入
学的“软肋”。然而，这一方面影响学校正
常办学、学生接受教育，加剧学校和家长
的负担、焦虑；另一方面，不利于实现治理
能力现代化。治理社会问题，必须依法依
规，各部门可以联动，但是，不能模糊边
界、越过边界。

不可否认，面对“天价彩礼”现象，坐
视不管显然不好。尽管这项政策在实施过
程中面临着诸多争议与挑战，但我们也不
能否认其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仍需调整和
完善，力争达到预期目标，以最大程度地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为“群”所困

据《工人日报》报道，不少劳
动者被工作群及其带来的“隐形
加班”所困。人下班了，微信工作
群却响个不停。有专业人士指
出，这不仅无益于工作效率的提
高，还会影响职工的情绪。

郑千山 作

江西崇义县近期出台“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推进婚俗改革，通过给新
人家庭提供子女入学、交通出行、健康体检等正向激励，为爱“减负”。根据该举措，“零
彩礼”“低彩礼”夫妻的子女（含农村户口）持礼遇卡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县
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关键词

“彩礼”与“择校”

众议苑

“低彩礼”婚俗改革可赞，
但不能破坏教育公平

◎ 许朝军

治理“天价彩礼”也不可任性
◎ 王军荣

治理社会问题，不能模糊边界
◎ 杨阳

设计“抢人大战”更要谋划“留人大棋”
◎潘铎印

理性看待“上班穿丑衣服”
◎张玉胜

让更多工人俱乐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聚乐部”
◎周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