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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绵阳一女子爆
料， 给前同事结婚随礼 400
元，自己结婚发请帖却遭对方
无视，直接提出还礼，前同事
依旧耍赖不理。 此事在网上引
起网友热议。

以黄女士的经历来看，前
同事结婚时，她随了礼，这是
友谊的体现， 自己结婚时，向
前同事发请帖， 既是告知喜
讯，分享喜悦，也是尊重，说明
在她心目中，是把前同事当朋
友看待。 结果结婚当日前同事
并没有来， 这可能让人失望，
因为自己的热情被无视，于是
发信息希望对方可以把当年
的礼金还回来， 对方并不搭
理。 事情至此，其实已不是钱
的事， 也许在前同事那里，黄

女士已不那么重要， 不想保持
人情来往了。黄女士为此不悦，
可以理解，但不依不饶，就多此
一举了。

随礼的初衷， 是表达对他
人的尊重与关心， 是感情的体
现， 不是为了对方能给个回头
钱。“礼轻仁义重”就是这个意
思。至于他人回不回礼，那是他
人的事， 如果他人能记得这份
心意，并给予回馈，双向奔赴令
人欣慰。如果有去无回，不来往
就行了。 常言道，吃得亏，到一
堆， 人与人的交往讲的是情意
相投， 并不仅仅是一笔
经济账， 没有那么确切
的“等价交换”。 如果总
想着算“经济账”，这样
的感情就不好维系。

对方不愿返还礼金， 也许
与人情债的困扰有关。“年终奖
不够发红包”“国庆节 8 天长
假收到 7 封结婚请帖”， 都是
人情债的投射。 对一方来说，
如果只有送出的红包，没有收
回的，就显得吃亏了；对另一
方来说， 收红包时高兴一阵，
以后要一个个还回去，真是负
担。 一些地方因此在人情债上
陷入不断“整酒”的循环中，总
想着找个机会收回送出去的
人情。 如果人情变成纯粹的随
礼来往，就变味了。 ①2

前同事的礼金是否该讨要
□徐汉雄

据报道， 近日， 身高 1.7
米、体重 143 公斤的付女士乘
坐高铁， 硬挤坐进二等座，视
频发出后引发争议。 客观来
说，在有限的空间内，“大码人
群”影响邻座，实属难免。 比
如， 付女士虽已尽量靠紧窗
边、缩小体积，整个人“卡得很
疼”，但身体还是会超出座位。

在笔者看来，一些人认为
“胖是一种错”，个人的不自律
无需社会去兜底，这种上升到

道德层面的偏见，更值得警惕。
长此以往， 它容易被内化为羞
耻和自卑，助长身材焦虑。由此
也可以理解， 付女士想要借此
发出呼声：不是“大码人群”太
少，而是怕影响到他人，选择不
出门或乘坐公共交通。

表面上， 矛盾源于高铁座
位的设计。毕竟，它考虑的是最
一般的情况，灵活度有所欠缺。
问题在于， 增设“大码人群专
座”，价格上适度平衡，事情就

能迎刃而解吗？ 如果事
事如此“有求必应”，想
必也会抬高社会的运行
成本。 例如，高铁设“静
音车厢”之后，仍有儿童

吵闹，于是又有人开始讨论：要
不要设置“儿童车厢”？

进而言之，“大码人群”出
行之困， 只是一个颇具冲突感
的侧面。 看见这些“逼仄”，引发
更多关注和思考， 也不失为一
种建设性力量。 如果不能尊重
“少数派”、包容多样性，那么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 每人都有可
能成为那个“少数”。 正如一位
网友所言：“需要改变的不是铁
路部门， 而是那些没有宽容心
的人。 ”

常言道，“有容乃大”。 人心
的包容，比空间的扩容更可贵。
不用苛刻的标尺度量他人，本
就是一把文明的标尺。 ①2

“包容”比“扩容”更可贵
□钟颐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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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3岁以
下婴幼儿人数超 3200万， 每年
新增 1000万左右， 城市中超过
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然而，一
边是家长抱怨“托育难”，一边是
托育机构苦恼“招不满”。 从整体
来看，供需错配是导致质优价廉
的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

截至 2022年底， 全国共有
托育服务机构约 7.5万家， 提供
托位数约 350万个，每千人口托
位数约 2.5 个，与“十四五”规划
提出的每千人口 4.5个托位数要
求仍有较大差距。 尤其在城市
里，公办托育机构较少，民办机
构依然是托育服务的主体。受较
高的房租和人力成本的影响，托

育价格居高不下仍是难题。
那么，如何破解供给和需求

的“错配”？答案在于扩大供给，多
措并举支持“开门办托”。现在，我
国托育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 越
是在起步阶段，越需要深挖托育
服务资源，给予全方位和精准的
政策支持。

首先，把好“准入关”，因地
制宜地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譬如，加快婴幼儿照护服务质量
标准建设，落实托育机构及从业
人员“黑名单”制度，让家长“托”
得放心、安心、暖心。

其次， 增强“统筹
力”， 引导社会资源全面
注入。 譬如，提高备案许

可流程的便利化水平， 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普惠托育服务建设；通
过建设补贴、 运营补助、 租金减
免、用地保障、税收优惠等方式，
帮助托育机构降成本； 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通过“幼改托”、公建民
营、民办公助，创新办托模式。

再次，增强“内生力”，为行业
健康发展增添后劲。 特别针对人
才培养的短板， 可以通过打造托
育产教融合共同体， 着力培养婴
幼儿照护的人才正规军。 ①2

让托育服务不负所托
□杨博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本报综合

晨语 2023年 10月 27日 星期五
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郭征06

企业用工“背调”
不能没有底线
据媒体报道，伴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

才流动加速， 背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招工
流程中。一些用人单位对求职者做背调时，
存在程序不合规、 随意或过度收集个人信
息等情况，涉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虽然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没收到正
式录用就要接受背调颇为不适应。 其实，这
并没有什么问题： 背调本来就是企业对拟
录用者的进一步了解， 相关情况将作为录
用与否的重要参考。 如果录用后再来做背
调，这不是马后炮吗？ 当然，让他们更不适
应的，无疑是那种对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
尽管各人的敏感度不一样，但父母工作、有
无男女朋友这些明显属于隐私， 且与岗位
无关。 试问，这些企业到底是要招人，还是
想要当月老呢？

根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
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
明。但调查必须遵守知情同意原则，调查的
内容也有限定性， 必须与对应的岗位直接
相关。 由于实践中，用人单位背调时经常随
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且应聘者通常处于
弱势地位，有必要由劳动部门出面，倡导各
行各业建立一套背景调查的标准规范，以
维护企业员工双方权益。

不唯能力、专业和人品，却过度关注个
人隐私的企业，也不值得“打工人”托付。当
前背调的标准规范暂时缺失， 这个时候求
职者的每一次选择， 也是在给未来的职场
环境投票，不妨勇敢一点，对乱来的企业说
“不”。 ①2 （墨攻）

英雄有无用武之地，职业规划很重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刚进入大学就

开始进行就业规划，职场青年更是将职业规
划进行到底。“保持职业竞争力”“不断更新，
紧跟行业发展”“多项手艺傍身总没错”逐渐
成为年轻人职业发展的关键词，他们开始通
过各种途径提高职业规划能力。 当前的“热
门”职业、行业，可能几年后就失去热度。 而
青年人在做职业规划时，能够对时代发展保
持敏感，也能在此过程中提醒自己保持终身
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意识。 唯有如此，才能跟
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青年报如此评说。

这样有孝心的老师， 是在用行动给学生
做榜样！

———湖北省监利市柘木中学 44 岁英语
老师陈国清，常年如一日，一边教学一边照
顾没有血缘关系的 96 岁奶奶，他的孝老举
动，赢得了街坊邻居一致赞扬，大伙纷纷为
他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