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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好主业的副业能让人生有更多可能

近期，关于“打工人做副业是对还是错”的话题引发社会热
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雇
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有53.9%的职场人员正在从事兼职，这
一比例在“00后”受访者中达到54.5%。智联招聘发布的相关
调研报告也显示，2022年有59.1%的白领在搞副业，占比大幅
高于2021年的32.1%。

在不影响主业的情况下，打工人开展副业无可厚
非。从调查报告发布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00
后”、白领等群体开展副业的占比超过五成，这也说明了
在做好主业之外，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躺平”，而是把
闲散时间利用起来发展副业，这既是民众所需也是大势
所趋。此外，副业的发展也是丰富人生阅历、更新社会
认知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既让人生有了更多可能，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主业的提升和进步。

从“萝卜刀”到“鼻吸能量棒”再到如今的“假水”，这
些风靡校园的玩具或用品甫一出现，都带有所谓的“解
压”属性，但中小学生在长期使用之后，却会给其带来意
想不到的身心危害，特别是最近出现的“假水”，其外形与
普通饮料无异，内含工业添加剂硼砂，5克即可导致儿童
死亡，误食误服的后果不堪设想。相关部门应严查“假
水”生产源头，并对校园周边商铺开展排查，以确保将类
似“毒物”阻挡在儿童视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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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恒 整理点评

“毒”玩具再现，须严查生产源头

近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叫“假水”的玩具，似水又不是
水，被称为“解压神器”，广受低年级学生的追捧。近日，厦门海
沧一超市因将外观与普通饮料无异的“假水”玩具与文具杂物摆
放在一起，容易让儿童认为是食品而购买误食，被市场监管部门
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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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落地，让家长和学生都松了一口气，但以强调
综合素质发展的新项目却粉墨登场，成了教培机构的揽
客招牌。而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这类
提升综合素质的课程也是甘之如饴，因此极易掉进非法、
不合规教培机构在培训合同上设计好的“陷阱”里。在选
择教培机构时，家长必须本着对孩子负责的原则，认真考
察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教学质量等，切勿盲目报班，让
孩子受罪的同时还损失钱财。

警惕落入非法教培机构新“陷阱”

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许多学科类培训已逐渐退出
教育培训市场，但“素能强化”“综合发展”等项目却成为越来越
多的校外教培机构的“主攻”方向，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青睐。
与此同时，涉及教育培训的纠纷也频频发生。

□ 王恒

近日，“鹅腿阿姨清北之争”话题引爆网络。据了解，鹅腿阿
姨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有微信群，同学们在
群里订购后，阿姨每晚9点左右到校门口送货。11月26日晚，
一周没来北京大学的鹅腿阿姨“回归北大”，现场还有特意从哈
尔滨赶来的“吃货”。

几大高校学生在网络隔空抢人、学生们自发建群争相预订，
能吃上鹅腿成为学生们口中的幸福事……名校学子争抢之下的
鹅腿阿姨在这个冬天实实在在的“火”了，而随着网络的发酵，为
了一尝美味，不少网友也慕名而来，加入了和学生们“抢”鹅腿的
队伍。

存在于校园周边的一个小吃摊，何以能让诸多学子念念不
忘，更由此引发全网关注？也许答案就在鹅腿阿姨和深夜还围
拢在小吃摊前的学生身上。

精心料理的食材、公道的价格、售卖时对学生“宠溺”的称
呼，鹅腿阿姨用心做事、亲和可人的态度既弥补了在外求学的学
生们需要关心的潜在心理需求又满足了他们的口腹之欲，如此
暖心又暖胃的做法必然大受欢迎。

鹅腿阿姨的“火”，也从侧面反映出学生们对美食的追
求。大学校园生活，美食不可或缺，但对校园周边流动摊贩的
治理、大学食堂乏善可陈的菜式等与学生对美食的期待不相
匹配，这也成为像鹅腿这样的小众美食广受青睐的深层次原
因。

近几年来，有不少摊贩受到网络追捧，如河南郑州“活到老
干到老”的94岁“煎饼奶奶”、江西南昌小吃摊坚持36年不涨价
的“一毛钱奶奶”等，她们其实和鹅腿阿姨一样，无不是用最朴
素、最良心的方式，守着自己的小生计，挣着最心安理得的钱。
她们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也是因为人们从这些平凡的摊主身
上看到了向阳而生的善良，更从摊位蒸腾的烟火气中看到了最
抚慰人心的温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鹅腿阿姨的老伴对现在“火”了的状态
很不适应，并表示“希望回到之前的状态，简简单单就行”。应该
注意到，鹅腿阿姨爆红网络必然会带来巨大流量，由此可以预
料，无论是否出于恶意，肯定会有更多网红和粉丝前来尝鲜、打
卡、拍照甚至蹭流量，不堪其扰之下，高校门口的鹅腿还能否留
住最初的味道也未可知。

因此，要守住鹅腿阿姨一家简简单单的生活，只有网友、粉
丝、学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性，不围观、不打扰，才能留住那令
人向往的美食味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历时20天，在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当天，北
京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实践案例征集活动结果揭
晓。其中，北京富润社区亲自然儿童友好空间、“广
艺+”广内市民文化中心等23项案例脱颖而出，为
首都儿童友好空间落地实践提供了智慧样板。

为儿童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是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儿童就近享有更多开放、安
全、适儿的成长空间，更是题中之义。近日，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寻访体验了多处儿童友好空间，与
家庭、社区和城市规划师共商“儿童友好”之计。

◆空间：大小不限、开放适儿
11月12日，寒风凛冽，行人稀少。但当记者

走进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富润社区时，一阵阵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让小区内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循声而去，位于居民楼中央的“和·润菜园”
里，十几名4~12岁的孩子正在体验一场以落叶
为主题的社区嘉年华。

1米见方的菜园里，孩子们带上园艺手套、拿
起花园铲，将提前发酵好的棕肥和厨余、落叶分层
铺进地里，踩踏压实，为土壤积蓄养分。随后，孩
子们又走进富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的儿童之
家，与家长一同用落叶制作精美“瓶插”作品。

由于活动近在家门口，记者注意到，有的孩
子穿着睡裤，有的孩子自行结伴而来，还有不少
家庭一路过便被吸引。“平时周末总要开车很远
带孩子们出去玩，像这样离家近又有趣的亲子活
动一直可遇不可求。”参与者刘女士说。

童年离不开游戏、玩耍，而在犹如钢铁森林
的大城市，走出家门后的儿童渴望更多专属玩耍
空间。位于双井街道的“井点一号”微空间也是
为这一需求而设。

入选案例征集的“井点一号”微空间占地近
400平方米，位于朝阳区百子湾路与九龙山路交
叉口西南角，距离CBD中心区仅2公里，可谓寸
土寸金。这里是双井街道依托专业城市规划师
团队，专为社区儿童辟出的一块自由地，让孩子
们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也能尽情玩耍。

场地使用分析数据显示，下午4点这一放学时
段，是“井点一号”使用的高峰期。11月13日，记者
在这一时段走进其间，体验放学后的欢乐时光。

地面印刷着鲜黄色的卷尺、丁字尺和三角
板，标记出鲜明的“童”迹；跷跷板、陀螺椅和传声
筒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设施；立于西北角的巨大异
形反光镜不仅是孩子们的“哈哈镜”，也映照出不
远处的“中国尊”，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每隔一段时
间便会从中穿行而过。

4点一过，便陆续有家长和孩子踏上这块平
台。有的孩子直奔陀螺椅，有的孩子围着传声筒
嬉笑，有的孩子则坐在木质长椅上一边远眺一边
听英语。陪同的家长也没闲着，跳绳、锻炼……
直到天色渐晚。

放学后，也是西城区“广艺+”广内市民文化
中心里孩子聚集的时段之一。

“‘广艺+’周边家庭和学校很多，孩子在这
儿，就能把整个家庭链接过来。”西城区艺家时光
（北京）文化有限公司经理都晓杰告诉记者，2017
年，宝马歌舞厅计划腾退改造为市民文化中心，
招聘第三方运营。投标准备期间，他仔细研读首
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相关文件，通过调研，将服
务核心群体定位为社区儿童，希望以儿童友好社

区建设助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据介绍，“广艺+”空间上下两层共1865平方

米，设有小剧场、公共阅读空间、放映厅、儿童岛
等适儿化空间，并布置360°监控、防撞软包和新
风系统，全年每天早9点到晚9点不间断运营。
每年在这里举办的800余场各类活动中，专为儿
童开设的占60%~70%。

记者看到，中心门口布告栏上，少儿戏剧、红
色剧场、航天科普讲座等一系列免费特色课程，填
满了孩子们的课后时光；航天科普展区，摆放着专
门借来的火箭残骸和长征系列火箭模型，让孩子
们尽情观摩；学龄前儿童也有专属幼儿区域，随时
能在家长陪伴下玩玩具、做手工、读绘本。

不仅如此，有家长反馈孩子体能差，中心就请
来花样跳绳世界冠军教孩子们跳绳。节假日，孩
子们还能报名畅游博物馆动物园、走进名人故居、
参加扫雪等志愿活动，从中丈量美丽首都、品味传
统文化、体验社区治理。

“以前，我们一直期盼孩子能在家门口拥有这
样一处专属活动场所。现在，这里就是家长最省
心、孩子最理想的成长空间。”一位家长热情说道。

◆改造：共商共建、品牌运营
一块家门口的空地、几处安全适儿的游乐设

施、及时的维护管理……走访中记者发现，这些
面积不大、设计朴实的社区适儿化空间，“诞生”
得并不容易。

2019年11月，富润社区入选中国儿童友好
社区首批试点后，首先定向“空间友好”。为此，
社区书记张俊华经常在小区内徘徊、了解家长需
求。居民张隽岑也有所留意，小区空间虽紧凑，
但中央一块约80平方米的土坡可以开发出来，供
孩子玩耍。一次偶遇闲聊，二人一拍即合，张隽
岑主动参与策划，并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园林专
业博士李华君和关注儿童空间的自然实践设计
（北京）团队共同为孩子们开辟空间。

组建“富润儿童友好”微信社群征询意见、调
研选址、召开“方案共识会”、施工……在社区、家
庭和设计团队共同推进下，2020年底，亲自然环
境试点“拾趣园”投入使用，这个由沙坑、独木桥、
小隧道等组成的亲自然游戏空间，充分契合了孩
子们的想象。

一年后，也是在孩子们的迫切要求下，“和·润
菜园”与“拾趣园”毗邻而生。延续“亲自然”主题，
自然实践设计团队带领孩子们进行了一系列全新
尝试与设计：在一米菜园中体验种植栽培、设置蚯
蚓塔改良土壤、布置生态缸展示水生植物样态、在
树上挂置昆虫屋、用彩色石子装饰井盖步道……
如今，这里已然是孩子贴近自然的方寸天地。

与富润社区不同的是，“井点一号”经历过两
轮改造，前身是由绿化带改造成的全民健身空
间。2019年，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咨询业
务组组长韩亚楠参与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朝阳分局发起的城市微更新改造项目中，
成为“井点一号”责任规划师。

前期排查中她发现，这块空间拥有优越的街
角视线和景观，旁边辐射大量学校、家庭，但缺少
公共性儿童活动空间。

虽然现在空间适儿化元素更多，但韩亚楠的
设想是“全龄友好”，“让整个空间更加包容”。为
精准把握居民需求，她带领团队成立工作坊，通
过在场地张贴二维码等方式，邀请附近居民表达
诉求。又分成亲子、老年等不同组别，代表不同
群体设计方案。

“从场点命名、设施选择到植物选种，各个流
程充分参考居民意见。”特别是在孩子们的强烈
要求下，韩亚楠大胆打破常规，安置了秋千和蹦
床。“这两种设施在公共空间并不常见，因为使用
频率较高，维护难度大，之后也是在街道社区安
全考虑下进行了替换。”

虽然充分考虑民意，但改造过程中，韩亚楠
仍有不少顾虑。“一旦动一个存量空间，那势必影
响原先使用主体的利益。”果然，施工围挡时就有

不少居民质疑：“为什么把健身器材拆走？”
另一个问题则是空间落地后的运营。她介

绍，空间运营曾一度处于真空状态，运营主体和
日常维护资金迟迟未定。但随着空间得到居民
和社会好评，街道社区主动参与、解决设施维修
和更新的资金问题，使得空间运营回归到了正
常、健康的状态。

运营对空间可持续的影响，也是李华君和都
晓杰的实践体会。

3年来，自然实践设计团队一直依托空间持
续开展四季亲自然教育活动，赋予空间娱乐和教
育的双重属性。

“空间如果不依托活动增加社区居民黏性，
就会荒废。家长没有这一选择，也会给孩子报更
多课外班，让孩子没时间下楼。”李华君透露，这
样的情况正在其他没有跟进维护的空间发生。

都晓杰也认为，空间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专业团队如何策划和运营。

“政府在空间改造方面可谓下了血本儿，我
们作为运营方，必须做好用户精细化运营。”基于
这一目标，都晓杰创造性打造出“六YI”活动体系
模型与多项特色品牌，其中未成年人“六艺百课”
成长营已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特色品牌。

要精准把握用户需求，专业性是运营方的不
懈追求。都晓杰希望能尽快出台针对儿童友好
空间和第三方运营的标准，支持儿童友好空间持
续发挥作用。

◆目标：便利可达、充分高质
从业者们的一系列探索、思考与建议，得到

了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工程师、教授级
高级城市规划师邱红的认同。

邱红曾参与到编写《〈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
设导则（试行）〉实施手册》、编制北京市东城区和
西城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等一系列顶层设
计工作中，并正投身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员会委托“北京儿童友好空间规划导则和通学路
建设指引”的编制工作，引领首都空间建设。

分析首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短板，她总结有三方面：一是面向基层儿
童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尚存盲区，基层各类公共
服务供给还存在资金不足、专业人员短缺、空间
分布不均衡、设施质量不高等问题。二是高密度
建成环境空间资源有限，社区中安全、普惠、亲近
自然、符合儿童需求的公共活动场地相对匮乏。
三是儿童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和渠道仍需拓展。

特别是在活动空间供给方面，邱红所做问卷
调查显示，社区中有四成儿童缺少运动玩耍和接
触大自然的场所，近五成家长表示户外活动场地
现状不能满足儿童活动需求。“家长普遍认为，除
数量少、距离远等‘有无问题’外，商业设施收费
高、设计不符合儿童天性、存在安全隐患等‘品质
问题’和‘管理问题’，也是空间不能满足儿童需
求的主要原因。”她说。

邱红认为，社区是除家庭、学校外与儿童关系
最密切的社会环境，儿童友好社区对于保障儿童
权利、促进儿童发展至关重要，是北京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根本所在。她列举道，“聚焦
于儿童每日生活、出行、交往、游戏等成长需求，通
过营造‘保障安全、体现包容、提供便利、尊重天
性、激发共创’的社区公共空间，不仅能减少儿童
罹患肥胖症、近视、哮喘等风险，促进儿童充足锻
炼，还能建立儿童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提高
儿童的创造力和社会认知能力，促进心理健康。”

邱红表示，北京作为首都，立足社区为儿童
打造适儿化的“微空间”尚存难点。如空间资源
紧张，尤其在儿童密集的中心城六区，老旧小区、
胡同平房社区数量多，适儿化改造没场地；居民
对儿童群体的态度有褒有贬，适儿化改造阻力
大；由于公共空间安全责任认定体系不健全，导
致建设方为规避风险退而选择保守的适儿化空
间设计方案。

在此次获选的23项案例中，邱红就找到了一
些有助破题的巧思：富润社区的拾趣园，把社区
封闭绿地改造成适儿化空间，充分挖潜可利用资
源；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的“滑梯乐园”，使用者
与周边居民达成公约，明确空间开放时间段，避
免扰民纠纷……

采访中，记者曾与李华君探讨：儿童友好理
念在社区的植入是否应更为前瞻？这也是邱红
的设想：要将儿童活动空间系统化建设和分级配
置要求，纳入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综合实施方
案编制指南等文件，刚弹结合确保适儿化改造项
目落实落位。

“接下来，建议北京市相关部门对全市儿童
活动空间现状进行梳理，根据儿童分布和需求
调查，补足建设盲区短板，形成便利可达、充分
高质的儿童活动空间网络，生成可实时查询信
息的儿童活动空间地图，保障儿童在城市中随
时随地玩耍的权利。”邱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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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广艺+”里跟着花样跳绳世界冠军练跳绳。（图片由都晓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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