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 外来工子女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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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话

众说纷纭

工会大食堂成功“圈粉”给我们的启示

8月12日，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在广州天河区凌塘村万科云广场举

办了一场社区公益音乐会。参加了“蒲公英少儿合唱团”的随迁儿童与“小候

鸟”们是音乐会的主角，他们展示了两周合唱训练的成果。（详见本报8月17

日11版）

能不能给“打工二代”
一个长期艺术熏陶的机会？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受教育

程度低、缺少关爱以及长期飘忽不定

等因素，许多外来工子女自卑感强、学

习成绩跟不上、性格孤僻，甚至无法适

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学习一项才艺，或许是让随迁子

女和“小候鸟”获得自信、交到朋友、融

入社会的一把钥匙。但对于不少外来

工家庭来说，要找到优质、安全又能够

负担得起的学习资源，实属不易。动

辄几千上万的培训费用，对城市白领

家庭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更何况

“漂”在城市的外来工家庭。

自 2016 年以来，广东省总工会支

持开展的“蒲公英少儿合唱团”，每逢

寒暑假都招收随迁子女和“小候鸟”入

团，已成功举办了五期。全免费的合

唱团大大降低了外来工子女学习才艺

的门槛。省总把合唱团委托给社区服

务与研究中心和公益基金，让专业的

人来做专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项

目是为“打工二代”专门设计的：

合唱团这种形式注重同伴协作，可

以帮助孩子们交朋友，融入城市；穿插

音乐游戏、亲子活动，加强孩子与家长

的沟通，减少代际隔膜，让家长们更加

关注孩子的成长；不仅有培训还有展示

的舞台，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家

长线上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让外来工

们借由孩子这座桥织起一张“人际网

络”，让他们也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如此专业、优质，服务于外来工子

女的项目，已经坚持了3年，但目前只

有寒暑假才“开团”，每次培训的时间

也只有2周。对于只有假期才来穗的

“小候鸟”来说，2周的学习时间已经不

短了。但是外来工随迁子女学习才艺

的需求，恐怕不是2周可以满足的。工

会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假期班以外增

设长期班，并且还可以增加舞蹈、绘画

等课程。

毕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

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随迁子女将

长期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关爱外来

工子女不是一场或几场活动，也不仅

仅止于寒暑假期间，而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张大嘴也希望，有潜质但又上

不起艺术“私教”的“打工二代”，可以

通过工会提供的资源，以免费或者低

学费的方式，获得一个长期艺术熏陶

的机会。

或许他们中的佼佼者，因为这个

机会能够改变人生境遇，突破教育“天

花板”，拥有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车站设收费休息厅
不能挤占乘客权益

暑运时期，各大火车站的客流量增加，近

日有网友反映，北京站在候车人员较多的情

况下还设置了一处“收费休息厅”，旅客需要

消费才能有座位。记者到北京站进行探访，

发现这处收费休息厅已存在多年，休息厅内

还售卖茶水、方便面等食品饮料。北京站值

班站台工作人员称，该休息厅为商家自主经

营，顾客有选择付费休息或是免费在候车室

等车的权利。

种种所谓的收费休息厅看似都是自主经

营的，也不存在强迫乘客消费的情形，但实际

上都是以挤占乘客的正当候车权益为代价

的。作为车站的管理方，不应唯利是图，而应

该厘清自身的定位与职能，将满足乘客的需

求作为管理的根本与出发点。在乘客基本权

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开展多元化经营，才是

真正的“取之有道”。

（夏熊飞）

小学入学年龄慎言“弹性制”

每到升学季，都会牵动许多家长的心。

因为“差了几天，就要等一年”的家庭并非个

例，许多孩子出生在8月31日以后，不符合年

满6周岁的入学年龄要求。有专家建议弹性

设置入学年龄，不将标准设定为一个具体的

数字。

目前实行弹性入学制的条件尚不成熟。

且不说入学年龄“松绑”后学位需求发生变

化，教育部门和学校难以应对，单就社会普遍

“抢跑”的非理性心态而言，弹性入学制不仅

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设想一下，松动入学年龄限制，最可能的结果

是大家“能早尽早”，更多孩子扎堆提前入

学。这与初衷背道而驰，会加剧“抢跑”的焦

虑情绪。

（陈广江）

高铁“霸座”不妨纳入黑名单

8 月 21 日上午,在从济南到北京的高铁

上,一名男乘客霸占了一女乘客靠窗的座位,

并以站不起来为由,拒绝回到自己的座位。

经列车长及乘警劝说无果,当事女乘客被安

排到商务车厢。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霸座”虽然可气,但

也没什么大不了。同一车厢的座位并无区

别,坐在哪里都一样,当事女乘客大可不必和

男乘客较真,自己坐到男乘客的座位就是

了。其实,与“霸座”较真看似小题大做,实则

是在抵制不文明行为。这名女乘客不仅是在

维护自己的乘车权益,也是在捍卫出行规

则。铁路进入高铁时代,公众的规则意识也

应与时俱进。维护公共交通出行规则,显然

不能靠女乘客一个人战斗。

有关部门不妨认真总结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对试行办法及时予以修订完善,将“霸座”、

“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纳入黑名单范畴,

倒逼失信者对于规则产生敬畏。

（张涛）

针对一些企业和职工聚集地配

餐条件不足、职工就餐困难等问题，

深圳市福田区总工会以“工会引导、

企业自办、社会兴办、集中配送”的模

式，撬动社会资金 2000 多万元，在福

保、梅林、莲花、沙头街道部分园区和

商屋楼宇内建成 8 家工会大食堂，总

建设面积 1.2 万平方米，让近 10 万名

职工不再为一日三餐烦恼。（详见本

报今日7版）

为10万名职工办食堂，这是工会

为当地职工办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

事。如何针对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切实为职工办实事、解难

事，福田区总工会此举给我们诸多启

示。

根据马斯洛理论，吃的需求位于

人的需求的第一层次，是最基本的需

求。时下，在一些经济快速发展、企业

急剧增多的工业园区和楼宇，往往配

套的餐饮资源不足，职工吃饭就成了

大难事。有的企业没有食堂，职工四

处打游击“觅食”，费时费力，营养卫生

难保证，也增加了伙食成本；有的企业

有食堂但就餐条件较差，职工只能挤

在简陋工棚里就餐，伙食情况、用餐心

情可想而知。

福田区总工会办的工会大食堂正

是为了解决职工“舌尖上的烦恼”。食

堂设在企业聚集区，方便职工就近用

餐，食堂环境好，菜式丰富多样，饭菜

价格有优惠，严格保证食品安全。难

怪职工对此赞不绝口，没有享受到这

一“口福”的职工羡慕地称其为“别人

家的食堂”。这是工会用实事“圈粉”

的一个范例。与此同时，名声在外的

工会大食堂成为当地用工环境的一张

亮丽名片，为稳定用工、吸引人才加分

不少。在各地抢人大战硝烟四起的当

下，通过这种方式抓住职工的心，不失

为值得借鉴的思路。

职工利益无小事。类似“舌尖上

的烦恼”等日常生活中的难事，在那些

远离城市、生活不便地方的职工当中

会更多，比如，在深山老林、戈壁沙滩

工作的职工，铁路、电力、通信、勘探等

行业的野外站点的职工。他们所处环

境往往较为艰苦，在吃、穿、住、娱乐等

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他们需要各级

工会能想他们所想，帮助解决基本生

活需求问题。在此方面，铁路工会近

些年推动企业开展了“三线”（文化线、

生活线、卫生保障线）建设，完善生活

设施，正在逐步解决铁路沿线职工吃

饭、饮水、取暖等问题。这种做法值得

面临类似情况的行业企业借鉴。

工会办实事，还要用巧劲儿。办

食堂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福

田工会的办法是“撬动”，采用“工会主

导、企业自办、社会兴办，集中配送”的

模式，实行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挑选

中快餐饮集团作为大食堂供餐、配餐

单位，鼓励千人以上企业自办食堂，引

进社会力量在需求旺盛的工业区、商

务区兴办食堂，利用工会网络优势和

政府资源，协调城管、卫生、工商、税务

等政府部门提供便利，解决大食堂建

设的后顾之忧。这启示我们，工会要

善于组织大合唱，要善于调动各方力

量，这样，才能壮大工会的能量，增强

工会的影响力。

我们经常说，工会要解决好职工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而衣食住行等显然包含在内。职工的

获得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工会要

把职工过日子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放

在心上，在职工最需要、最烦心的地方

精准发力，主动作为，这样才能让职工

真正有获得感，才能打心眼里认同工

会组织。

（陈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