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一碗有热度的臊子面一碗有热度的臊子面

社会经纬社会经纬
责编：石 畅 邮箱：cnshichang@foxmail.com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社会 谈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

最近，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爱心
面馆”火遍全城。

这家位于沈阳市鲁迅公园劳务市场
附近的小店面积不大，但门口的告示格
外显眼，上面写着：“免费吃饭：如果你
在沈阳没有收入，遇到困难，你可以来
小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单人套
餐’，吃完直接走就行，不用客气……”

经营这家面馆的就是 51 岁的程亚
娟。她来自陕西省岐山县农村。在当
地，如果是赶上饭点儿，遇到走街串巷
的小商小贩、手艺人，村民会热情地请
他们进屋，吃完饭再走。“小时候，记得
家里仅有一碗饭，姥姥宁可自己饿肚
子，也让给客人吃。”这些善举在程亚娟
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22年前，程亚娟随丈夫来到沈阳开
了这家面馆。这里外来务工人员很多，
会遇到各种各样面临困境甚至吃不上饭

的人。这个群体生活的不易和出门在外
的无助，让从农村走出来的程亚娟感同身
受 。据 粗 略
统计，22 年
间 ，她 的 小
店共为人们
提供了 6000
多碗免费的

“爱心面”。
在程亚

娟的爱心善
举 感 召 下 ，
很多顾客甚
至从外地专
程来到她的
面 馆 吃 面 ，
只为结账时
多付上一些
钱，支持她

的善举。程亚娟说：“他们把钱给我是出
于一种信任，好事是大家一起做的，一
定要记住这些好心人。”因此，客人捐赠
的每一笔钱，她都如实地记录在案，让
每一笔钱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久前，程亚娟荣登 2024年第一季
度“中国好人”榜。程亚娟说，帮助更
多的人，用更好的食材，真心实意地对
待每一位顾客，才对得起这份荣誉。

尝过奔波的苦，最懂打拼的难。三
餐烟火里，程亚娟的面馆成为爱的驿
站。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成为传递温
暖的“爱心面”，从舌尖涌向心窝，温暖
了整个城市。程亚娟说：“我会像以前一
样，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让我们这个
城市因为爱越来越美丽。”

左图：程亚娟 （左一） 和丈夫钟万
慧 （左二） 在后厨为客人备餐。

下图：程亚娟为顾客端上热气腾腾
的岐山臊子面。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影报道

上月底，新就业群体“友好商
圈”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落地。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三里屯 SOHO
在属地街道协调下，路边非机动
车停车位更多地留给需要高频进
出、停放车辆的骑手使用；餐饮商
户最集中的 3.3 大厦开放了工作
人员电梯供外卖骑手使用，电梯
可直达餐饮层并设置指引标识，方
便骑手取餐……这些充满换位思
考的举措，充满了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关照。

近年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上
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我国劳
动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九次
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目
前，全国职工总数 4.02 亿人左右，
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 8400 万
人，占职工总数的 21%。但也要看
到，新就业形态具有雇佣关系灵活
化、工作内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弹性
化等特点，给从业者的权益保障造
成了困难。

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让他们工作安心、舒心，既是一
道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考题”，更是
一道需要细致解答的“必答题”。只
有保障和维护好其合法权益，解决
好其生活中急难愁盼问题，才能调
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高积极性，
进而创造更多新业绩。

权益保障，越织越密。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及“新就业形态”
的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强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近几年，《关于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
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

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
南》 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相继出
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爱
不断落地落实落细。一份份政策

“礼包”，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各项
权益得到保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创造出更为良好的从业环境。

小事不小，以心暖“新”。除了
在制度框架上对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各地不断
探索，将服务举措落实落地，解决
他们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浙江省
温州市推出“阳光工享家——暖

‘新’十元餐厅”，回应当地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在调查问卷中最关心
的“就餐难、就餐贵”的问题；江苏
省海安市海安街道“新就业群体子
女爱心暑托班”、四川省自贡市职
工之家面向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寒假托管公益服务活动，给
足孩子们假期之乐，让广大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得以专心工作而无
后顾之忧……对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温柔相待”，让他们有了更多
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归属感。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是 美 好
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我们相信，
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生活一定会更有尊严，
更有保障，更有发展。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也将在追求美好生活中，
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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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朋友的聚会上，在北京某事业单
位工作的小杨侃侃而谈，“这句话真的让我
深有感触——‘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 90
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
风流水、日月星辰。’”

朋友们知道小杨工作忙碌，但竟然对出
自《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这句话熟稔于心，不
禁对他还能抽出时间坚持读书钦佩不已。小
杨微微一笑，“我其实并没有认真读这本
书。”在朋友们疑惑的眼光中，小杨用手机向
朋友们展示了一则短视频，内容正是对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解读。
近年来，短视频发展迅速，读书类短

视频增长势头迅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
好的读书方式。而有人则坚持，这只是一种
读书的补充，并不是读书本身……但不可否
认的是，读书类短视频的出现，正让很多不
怎么读书的人参与到传统阅读当中。

“速读”“带读”的短视频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不仅能
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更能够赋予一个人富
足的精神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书籍
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丰富，从纸质书到电子
书，数字阅读日益成为主要的阅读方式。

《 中 国 网 络 视 听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4）》显示，2023年，我国短视频人均
单日使用时长为 151 分钟——每天看短视
频的时间已经达到 2 个半小时。短视频逐
渐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短视频遇上读书，会是一种怎么样
的场景？越来越多的读书类短视频涌现，
这一问题也有了答案。读书类短视频作为围
绕在读书周围的行为，发挥出“速读”“带读”
的作用，让读书变成一件更有趣、更积极、更
灵动的事情。

“《早安，怪物》记录了 5 个心理治疗来
访者的真实案例，故事的情感浓度太高了，
每读一个故事必须停下来，喘口气……”

“能读到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我只
能用‘我很幸运’来形容这种阅读感受。”

……
分享读书的感受，引起读者的兴趣，

成为读书类短视频的主要内容。开门见山
式的读书感受，迅速把读者的兴趣抓起来。

短视频时长较短，不一定能够承载书
籍的全部内容。因此，越来越多读书类视
频博主选择使用多集视频来解读书籍，犹
如大学时代的一门课程，分成多个课时来
讲 述 课 程 内 容 。 在 B 站 十 分 受 欢 迎 的
“《百年孤独》系列合集”是典型的代表。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
尔克斯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已
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出版超1000
万册。但这部作品实际上晦涩难懂，人物
图谱十分复杂，相当一部分读者都难以坚
持读下去。

“ 《百年孤独》 系列合集”的作者
“一只萧包子”制作了 12 集时长不一的视
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这部经典小
说。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截至目前，
系列视频获得超 990 万的总阅读，最高单
篇点赞达到29.8万。

小韩是一名公务员，日常工作繁忙，
为了使自己保持一定的阅读量，她选择观
看读书类短视频来完成目标。“我看过
‘《百年孤独》系列合集’，视频作者十分
用心，解读得也十分到位。”一直对《百年
孤独》 颇感兴趣的小韩，因为其晦涩难
懂，读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读完。

“每次拿起书，读一会儿就读不下去
了。后来无意中看到了这个系列的解读视
频，就好像在森林中迷路久了，终于找到
了一条出路。”小韩向记者分享了自己观看
视频后的感受。跟着系列视频，小韩终于
读完了这本经典小说。“我以后可以向别人
分享我的读书感想了。”小韩笑着说。

分享是主要推动力

细究读书类短视频兴起的原因，可以
说是多方面的，除了短视频、移动互联网
等技术原因外，分享是主要推动力。

从 2019年至今，都靓成为读书类博主
已经 5 年多。成为一个视频博主有着她所
在公司工作上的考量，但制作读书类短视
频却是都靓自己想做的，“我想用一分钟的
时间，给大家一个打开这本书的可能。”

从开始到现在，都靓和自己的团队一
直坚持内容为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文案创作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靓
在各社交平台上的粉丝总量已超 4000 万，
推广好书 400 余册，短视频全网播放量超
50亿，带动图书销售200余万册。

都靓认为，大家并不是不爱看书，而

是不了解这本书，“通过我的分享，诗书与
更多人相遇了。”都靓颇感自豪。

在福建厦门工作生活的小吴，偶尔在
短视频平台上能刷到都靓的视频，碰到感
兴趣的书，她会把视频看完。小吴很爱读
书和思考，对书的内容有着自己的见解。

“我经常刷到很多读书类的视频，对其
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很赞同。”小吴还会在
视频下评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久而久
之，小吴不禁产生疑问：我为什么不能成
为博主？

说干就干，小吴开始在自己的小红书
账号上分享自己的读书感想，向网友们推
荐图书。“相比起专业的博主，我的视频实
在是简陋，用自己的手机录、自己出镜。”
作为兴趣爱好，小吴不在乎形式，“我只是
想把自己的读书感想分享出来。”

“读书视频博主愿意分享自己读书感
想，粉丝和网友加以讨论，有助于形成良
好的读书氛围。”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讲师方晓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
来，数字化阅读呈现出新形式，开始转向
交互性，移动互联网为网友讨论书籍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这有助于全民阅读形成新
风尚，推动书香社会的建设。

根据第二十一次全民阅读报告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

（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
读 器 阅 读 、 Pad 阅 读 等） 的 接 触 率 为
80.3%，较 2022 年增长了 0.2 个百分点。其
中，有 78.3%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
有70.6%的成年国民通过电脑端进行网络在

线阅读，25.3%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
阅读，22.5%的成年国民使用 iPad（平板电
脑）进行阅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有
4.4%的成年国民通过视频讲书的方式进行
阅读。

数字化阅读的兴起，为像都靓、小吴
这样的视频读书博主提供了一个成长与发
展的机遇。

坚持优质内容导向

短视频读书的形式虽火，但它并不能
完全取代传统阅读。归根结底，这一形式
仍属“带读”和“泛读”的范畴，其背后
的运行逻辑是商业利益。

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读书类短视频行
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内容同质化严重，感觉就是相互抄，
刷几个视频，内容大同小异，体验很差。”
小杨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有的视频
只是简单地摘抄几句话，搭配几张风景
图，就进行推荐，简直是糊弄。”

方晓恬表示，很多读书博主重流量、
轻内容，导致数量众多的低品质的读书类短
视频出现，有的甚至还是抄袭其他博主的内
容，没有达到真正引导阅读、与读者交流
的目的，这个问题需要重视起来。

小吴对此深表赞同，每次录视频前，
她都要认真准备文稿，录制的过程尽量一
气呵成，中间不要出现停顿，不然整个视
频效果就会打折扣。“真正成为博主，才感
受到其中的艰辛，想做个好博主，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创作读书类短视频
只是兴趣爱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小吴如
今已经大大延长了更新视频的频率。小吴
坦言最终可能会放弃，“安安静静地读自己
的书。”

“好的读书类短视频绝不是看起来那么
简单，一分钟的内容背后凝结着可能数十
个甚至数百个小时的读书、交流和总结。”
方晓恬表示，读书博主应该秉持内容为王
的原则，打造更专业、更有人文关怀、更
具内涵品质的短视频，“大浪淘沙，只有全
身心投入，制作优质内容的博主才能生存
下来，成为大众追捧欢迎的对象。”

平台也应该承担起责任，做好管理工
作，不能把优劣标准局限于流量高低，而
减少对内容的审核把关。对于一些追热
点、博流量、耸人听闻的庸俗内容的读书
类短视频，应该予以限制。而对于一些优
质读书类短视频则可以进行鼓励。

随着读书类短视频大潮涌动，不少资
本开始介入，一些商家也开始寻找博主开
展广告合作，在介绍书籍内容的同时，还
能挣到钱，吸引了不少关注。这也成为许
多人涌入读书类短视频行业的原因之一。

读书类短视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投资
的风口还有待观察，但是摆在许多博主面
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却不得不解决：如何建
立成熟的商业模式。广告合作是因流量而
来，流量褪去，广告也随之而去。所以探索
建立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把读书类短视
频带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还需要经过时
间的检验。

当短视频遇上读书当短视频遇上读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一琪张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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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事

本报贵阳电（记者程焕）夜幕
降 临，贵州省贵阳市太平路热闹起
来，作为市中心新晋的“网红”街区，
这里聚集了不少前来体验打卡的市
民和游客。路边停放的一辆橘色汽车
尾部，吴泽源掏出手机，对准车旁电
桩上的二维码一扫，插上电源线，后
备箱里的灯光瞬间亮了起来，只见里
面摆满着咖啡机和各种瓶瓶罐罐。

伴着各种设备的轰鸣声，吴泽
源正忙着调制咖啡，浓郁香气吸引
着路人频频光顾。“终于可以安安
心心做生意了，再也不用担心电线
绊倒人。”两年多前，吴泽源来到太
平路经营后备箱咖啡馆，每天他都
要拉出一根 20 米长的电线，从周边
商铺把电引到自己车上供设备使
用，一边做生意，他还要一边盯着
电线，生怕发生安全事故。

今年初，路边一排共享用电设
备的出现，解决了吴泽源的烦心事。

“随扫随用，按功率阶梯收费，一天
用 10 小时也才 6 块钱。”一台磨豆
机、一台咖啡机，再加上一组灯带，尽管耗电量不
大，以前每月得向附近商铺支付 600 元电费，有了
共享用电设备，吴泽源的用电成本下降了 2/3。

为解决群众临时性用电的难题，贵州电网公
司联动当地政府、第三方服务商共同发力，在贵
阳、遵义开展“共享用电”试点建设，目前已在夜
市经济经营点、旅游度假村等场所安装 50 台用
电设备 24 小时供用户使用。“由第三方服务商为
临时用户提供用电服务，解决了传统模式临时
用电无法装表计量的难题。”贵州电网公司市场
营销部副总经理王焱介绍，试点取得成效后，将
在贵州省范围内全面铺开“共享用电”新服务，
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柴米油盐、水电气
暖，一些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是同老百姓生活最
密切的民生事项，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拖成了群众
的“揪心事”“烦心事”。

贵阳市太平路安装的共享电桩，让流动夜市摊
点用上了实惠电和放心电，一个不起眼的创新举
措，赢得了小商户们高度认可，证明“绣花功夫”下
对了地方，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下“绣花功夫”，首先要拿“放大镜”看问题，设
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一件件“关键小事”办成暖心
实事。夜市摊位流动性大，一天耗电量也不大，靠私
拉乱接电线也能应付，商户的临时性用电需求往往
难以引起重视。而开展“共享用电”试点建设，正是
看到了“小事”里的民生关切，小小一个电桩，排除
了安全隐患，一天还能省下十多元电费，对群众而
言则是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下绣花功夫，还要拿“望远镜”看长远，以持续
改进的服务方式、持续提升的服务质量，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不可仅凭一时的热情，只有一件接着一
件抓，抓一件成一件，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共享用电”试点开了好头，但不意味已
经尽善尽美，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许多
其他场景也亟待开发应用。把工作做在前面，让创
新举措进一步落实落地，才能满足群众日益多样
化、便利化的用电需求。



上图：在某视
频平台，以“读书”
为关键词检索的页
面截图。

（资料照片）

左图：2023年
10月 28日，中国黄
山书会主会场，作
家 秦 明（左）通 过
直 播 向 消 费 者 推
介书籍。

袁 兵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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