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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观看欢迎观看

遗失

瑞安市源博洁净新能源再生研究所因自行解
散需要注销登记。经本所第二届理事会第 20 次形
成注销登记决议，现向社会公告，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15天内向本所申报债权。联系人：
黄欣欣 ，电话：13806532595 。

特此公告
瑞安市源博洁净新能源再生研究所

2025 年 6月18日

瑞安市塘下镇颐乐如养老服务中心因自行解
散需要注销登记。经本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
形成注销登记决议，现向社会公告，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15天内向本中心申报债权。联系
人：赵永兴，电话：13806856904。

特此公告
瑞安市塘下镇颐乐如养老服务中心

2025年6月18日

遗失瑞安市欣步鞋厂的公章、法人章（金

晓丹）、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欣步鞋厂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39009936601，声明作废。

遗失温州皓阳机械有限公司的原财务专用

章一枚，上附号码：33038110107951，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湖岭镇大岭垟基督教堂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390102962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扫一扫，看云江时评专题

近日，笔者在瑞安新华书城门口

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摊位，高考结束后，

小林（化名）和同学将陪伴 3 年的书籍

进行整理，对课本、笔记、辅导资料分

类标价后，到新华书城门口摆摊售卖，

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完成知识的流

转。首日300元的销售额，让小林成就

感满满。虽然销售额度并不多，但这

个场景却折射出当代青年在人生转折

处展现的经济自觉与创新意识——毕

业季不仅是升学的起点，更可能成为

创业精神萌芽的土壤。

笔者认为，这种“毕业即创业”的

实践，本质上是青年对“劳动价值”的

重新认知。在传统观念中，高中毕业

往往与旅游、染发、健身、娱乐等选择

挂钩，但小林与同学用行动证明：课本

知识不仅是应试工具，更是可以转化

为经济价值的资源。他们将教材、笔

记、辅导资料分类标价，既延续了知识

的使用价值，又通过二手交易完成了

个人商业启蒙。这种从“消费者”到

“经营者”的角色转换，暗含着青年对

市场经济规则的主动探索——用劳动

创造价值，用智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更值得关注的是，毕业摆摊背后

隐藏着青年对“轻创业”模式的创新尝

试。与传统认知中需要巨额资金、复

杂团队的创业项目不同，二手书摊依

托的是闲置资源的再利用，以“零库存

成本”“即时现金流”的特点，降低了创

业门槛。这种“以小见大”的实践，与

当前社会所倡导的“灵活就业”“循环

经济”理念不谋而合。当年轻人学会

用“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验证商业

想法，实际上是在为未来更宏大的创

业计划积累经验。

然而，这种自发的创业行为也需

要社会的理性引导。一方面，教育部

门和相关社区可以将“毕业摆摊”纳入

社会实践体系，通过组织跳蚤市场、开

展创业指导等方式，帮助青年建立更

规范的商业认知；另一方面，舆论场应

避免将其过度标签化，既不鼓吹这种

模式，也不贬低这种尝试的价值，而是

将其视为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

课。毕竟，从整理书籍到定价交易，从

与顾客沟通到处理售后问题，每个环

节都蕴含着课堂之外的生存智慧。

当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开始用

商业思维规划人生时，这不仅是个体

成长的突破，更是社会进步的缩影。

毕业摆摊或许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

小浪花，但浪花中折射的创业精神、市

场意识与资源整合能力，终将汇聚成

推动社会创新的磅礴力量。在这个意

义上，“小林们”摆下的不仅是书摊，更

是对未来人生的主动选择——这种选

择本身，就是对“奋斗青春”最生动的

诠释。

“在母亲节时给母亲献鲜花、蛋糕，在妇女

节时给女同胞转账红包、买电影票，在儿童节

时给小朋友们的玩具堆成半山腰，而过父亲节

时送给父亲只有一句简单寒暄……”网友的调

侃，道出了父亲节在众多节日中的“低存在

感”。这份冷清，常被解读成父亲在育儿过程

中的“角色消失”。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刚刚过

去，比起简单的批判，我们更需理解这背后的

无奈和束缚。

“孩子哭了就喊‘妈’”“父爱无声”“爸爸带

娃小孩哭闹不停”……观察社会主流文化和媒

体舆论，不约而同给“父爱”贴上了标签，无形

中将父爱缺位合理化、刻板化。诚然，母亲的

天性与付出常被歌颂，很多父亲却在学习成为

父亲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童年也是这样过来的，社交媒体也是

这样给我们灌输的，这样的认知标签和引导

缺失，让父亲从“想为而不能为”，走向“为不

能为自证”，最终形成了社会语境中父职缺位

的合理化。

除了认知错位，现实的重重枷锁也将父亲

束缚在育儿场域之外。以育儿假的实施为例，

与母亲休育儿假更容易得到广泛支持相比，父

亲休育儿假显得更加尴尬。一对瑞安体制内

双职工夫妻坦言，孩子爸爸的育儿假，仅仅因

为孩子生病请过1天，更有人惊呼“原来爸爸

还有育儿假？”这足以见，即便在带薪休假制度

更完善的体制内，爸爸们也面临“羞于启齿”

“没时间请”“知晓度低”等困境，主动请假带娃

被视为“不敬业”……对普通工薪家庭的爸爸

们而言，这些困境更是成倍放大。“育儿假”的

落实之难，折射出的是职场压力和社会支持不

足，与其说是“消失的父亲”，不如称之为“被束

缚的父亲”。

令人欣慰的是，新一代年轻父母在性别平

等和科学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长，我们也乐见

父爱逐渐有“归位”的迹象，在今年父亲节瑞安

媒体的报道中：陪同孩子接种疫苗的父亲越来

越多了；很多成年的孩子逐步理解父亲、认同

父亲的事业，并接过父辈的衣钵；也有幼儿园

把“父职教育”作为家校工作的重点……这些

点滴变化，都是打破束缚、推动父职回归的积

极信号。

要让父爱不被束缚，真正实现父爱与母爱

协同，还需要很多努力。我们希望育儿假的实

施能够更加刚性，明确用人方的责任，让父职

教育更加“心安理得”；希望影视作品中，父亲

的形象更加多元，“温柔细腻”和“阳刚勇毅”都

是父爱的形容词；希望母亲们也克服育儿焦

虑，给予父亲试错空间，让父爱有处施展……

当父亲们能够无惧束缚、自信参与，孩子们收

获的将是更完整的爱与成长，而父亲节，也终

将承载起它应有的温情与重量。

近期，广州一街道招聘环卫工时明确要求

“应聘者35周岁及以下”，这一公告迅速引发

舆论热议，将“35 岁门槛”这一长期存在的就

业年龄歧视现象再次推至风口浪尖。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反对就业年龄歧视”成为热议焦

点，多位代表委员明确建议将禁止就业年龄歧

视纳入法律，以推动就业公平。在我国人口老

龄化加剧、劳动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放

宽“35 岁门槛”已不仅是劳动者权益的诉求，

更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劳动力人口

平均年龄已达39.72岁，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

至10.88年，但35岁以上的求职者仍面临诸多

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公务员、国企等体

制内单位，更蔓延至互联网、金融等新兴行业，

形成“一刀切”的年龄歧视。其根源在于部分

用人单位对劳动力价值的片面认知，认为35

岁以上求职者“性价比不高”，却忽视了这一群

体丰富的经验、成熟的职业素养以及更强的稳

定性。

面对就业年龄歧视的严峻挑战，政策层面

已释放出积极信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国务院关于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也强调“加

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

放宽“35 岁门槛”不仅是就业公平的体

现，更是人才选拔机制的创新。传统的人才评

价体系往往以年龄为重要指标，忽视了求职者

的实际能力和潜力。而放宽年龄限制，则能让

更多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才进入职场，为企业

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

专业背景、学历门槛等方面进行更多创新探

索，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评价体系。例

如，可以引入能力导向的招聘标准，注重求职

者的实际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而

非仅仅以年龄为筛选条件。

真正实现人才选拔机制的全面革新，需要

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系统推进。一方面，政

府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就业年

龄歧视，为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用

人单位也应转变观念，摒弃对年龄的刻板印

象，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年龄段的求职

者。此外，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宣传引导，营造

尊重人才、包容多元的社会氛围。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结

构的变化，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已成为必然选择。放宽“35岁门槛”不仅是解

决当前就业年龄歧视问题的关键一步，更是构

建更加公平、灵活劳动力市场的长远之计。我

们期待看到更多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积极响

应政策号召，放宽年龄限制，为劳动者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同时，也期待看到更多创新的人

才选拔机制涌现，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公平

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价值。

噪声污染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

环境问题，也是很难治理的“城市顽

疾”。据了解，近期莘塍街道莘兴公园

噪声扰民现象严重，高考期间喧闹的歌

声虽按下“暂停键”，但高考结束当晚就

卷土重来，恢复了往日的“分贝”。

“整顿”易，“治理”难。一直以来，噪

音扰民、占道经营、违规户外广告等被人

们称为城市“顽疾”，其治理难度可见一

斑。虽然一段时间的整治行动能够取得

一时效果，但有时总会死灰复燃，既影响

城市的文明形象，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

响。面对城市噪声这类反复发作的“顽

疾”，若不能跳出“猫鼠”循环的泥潭，城市

治理的现代化便难以真正落地生根。

破解“猫鼠游戏”困局，需锻造长效

治理的制度韧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

圆。”城市“顽疾”长期存在，治理行为若

始终停留在“事后救火”的层面，而非主

动建立和完善长效预防机制，必然陷入

“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怪圈，始终难

以摆脱“猫走鼠来”的宿命。因此，我们

要厘清权责链条，明确和细化相关部门

的职责，建立长效治理制度和协调机

制，确保投诉落地有声、处置精准有

力。同时，要把日常化巡查、科技化监

管与阶梯化惩戒融入城市管理中，对屡

教不改者施以重罚。

破解“猫鼠游戏”困局，需综合运用

长效治理的方法。噪音扰民、占道经营

等城市“顽疾”的治理，牵涉社会方方面

面。政府部门在集中力量开展整治的

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加

强日常监管，保持治理态势，防止此类

问题整治后再反弹。只有将“集中治”

与“长效管”结合，将“堵”与“疏”结合，

才能保障治理的“常态长效”。此外，政

府部门要积极运用在线监管、在线举报

等智能管理手段，将“人工巡查”升级为

“智能防控”，进一步提高管理效果，让

城市“顽疾”无所遁形。

破解“猫鼠游戏”困局，需唤醒城市

文明的共治基因。治理城市“顽疾”不

仅是执法部门的职责，更是广大市民对

文明生活环境的集体守护。我们要培

育“人人是参与者、人人是监督者”的共

治文化，引导群众摒弃“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看戏心态，积极参与到城市顽

疾的治理中，共建和谐有序的文明环

境。比如，针对噪声污染，要推动社区

制定“静音公约”，进一步规范跳舞时

段、音响音量等，让遵守公约成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党员、市民监督员等群体

要长期开展文明劝导和宣传活动，让维

护公共环境成为大家的自觉认同。当

千千万万市民化身“文明守护者”，城市

“顽疾”便能得到根治。

城市治理的目标，从来不是制造对

立，而是构建人与人、人与城共生共荣

的良性生态。唯有打破“猫鼠游戏”困

局，将治理逻辑从“对抗”转向“共治”，

从“短期见效”转向“长期主义”，城市才

能摆脱“整治-反弹”的轮回，让烟火气

与秩序感在街巷间和谐共生。

从旧书流转
看青年创业精神的破土成长

■项颖

治理城市“顽疾”
需破解“猫鼠游戏”困局

■戴志胜

“35岁门槛”应与时俱“降”
重塑就业公平与人才选拔新生态

■陈峥

父亲节，更需看见“消失的父亲”
■贾洁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