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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杭州20名外卖骑手近日通过了
相关培训与考试，成功获得了由阿里巴巴集
团颁发的“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初
级证书。据悉，有了正式的职业技能水平证
明，这 20 人还可享受政府培训补贴、杭州市
积分落户加分和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等技能
人才政策。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及数字经济
发展，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业态下产生的
新职业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职业技
能等级认证不仅能提升相应职业群体的获得
感和成就感，也凸显了新职业的重要意义，有
利于促进新职业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

职业技能等级认证
□文/时锋 图/王鹏

日前，河南博物院推出一套文创
产品，把时下流行的“盲盒”概念与
文物结合，把青铜器、元宝、铜佛、铜
鉴、银牌等“微缩文物”藏进土中。
玩家拿起“考古神器”洛阳铲，层层
挖土，再细细地扫去浮尘，神秘的

“宝贝”慢慢呈现全貌……在挖掘过
程中，玩家参与的喜悦感和成就感油
然而生。

近年来，“盲盒经济”十分火爆。
所谓“盲盒”，就是盒子上没有标注何
物，买卖信息极不对称，会强化消费
者对购买结果的预期心理，以及可能

会获得的惊喜感。“考古盲盒”把时下
流行的“盲盒”概念与文物结合，模拟
考古的未知性、神秘性，让文物爱好
者和“盲盒”玩家通过亲手挖掘“宝
物”，感受喜悦感和成就感。这种潮
流玩具可以让文物活起来，不仅有利
于历史文化传承，还可以增进文化认
同、坚定文化自信。

文物的价值与活力在于融入生
活、回归社会、服务人民，要把历史、
文化和审美信息传递给当下之人。
如何让文物点亮现代人特别是年轻
人的美好生活？不少博物馆纷纷实

施“文物+”战略，与科技联姻，与创意
嫁接，与旅游相融，“萌萌哒”的文创
产品火了，“沉浸式体验”红了。据报
道，“考古盲盒”上线5天，销售额就超
50万元。

“考古盲盒”走红，表明年轻人
并非不喜欢文物，文物传承需要同

“潮玩”概念、消费热点、游戏化体验
相结合，只要结合得巧妙，更多年轻
人就会主动探索学习、了解博大精深
的文物文化。当然，“考古盲盒”的
价格应该亲民，如此“考古盲盒”的
火爆才能得以延续。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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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6 月份起，上海江苏路街
道开展为老服务应用场景试点工
作 ，提 升 辖 区 内 智 慧 养 老 服 务 水
平。其中之一，便是当独居老人家
中超过 12 小时用水不足 0.01 立方米
时，系统会判断老人家中有事，并及
时向居委会预警。之后，居委会干
部接报立刻上门走访，确认情况。
针对独居老人的这一贴心服务，受
到了广泛好评。

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
快。老年人年老体弱多病，需要人照

顾，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空巢老
人或独居老人面临照料问题。在此
之前，想要保障独居老人的生活安
全，街道工作人员往往采取上门探
望方式，一个工作人员往往要负责
数个独居老人，有时他们也分身乏
术，容易出现疏漏。街道将智能水
表与门磁的终端接入“一网统管”平
台，对独居老人实行智能守护，能节
省人力，也提高了效率，能够更好保
护独居老人的生活安全。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的实施方案》，对服务性行业提出

“适老化改造”的明确要求。此前，
一些城市开展了面向老年人家庭的
居室环境适老化改造。安装在独居
老人家中的智能水表，正是适老化
改造的一个成功范例。当然，推进
适老化改造，有必要多尝试智能化
应用，更好地为科技“赋能”，多些服
务创新、多些细心与暖心，才能更好
保护老年人的安全，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 □戴先任

独居老人水表预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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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相继公布一些欺诈
骗保的典型案例，一些医药机构或
诱使、或伙同老年人假住院、多开
药、瞎检查等，甚至还有“医保生意
链”，专门有中介搜罗无病或轻症老
人，“管吃管住、免费体检”。这其中
暴露的共性问题值得警惕。

为何总有人盯着医保基金起歪
心思？归根结底，还是有利可图，有

漏洞可钻。比如，安徽太和县多家医院骗保
事件中，一张住院6天的结算单显示，总花费
1817.32 元，医保报销 1318.83 元，个人支付

498.49 元。但一通“操作”下来，假病人只付
200块钱就可以走人。

乍看 200 块钱就能检查身体还养养生，
似乎很划算，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其实
都是套路，背后拿大头的还是医药机构及主
谋者。骗保的过度医疗行为未见得对健康有
多大助益，但稀里糊涂成了别人套利的“猎
物”，还搭上自己的诚信，是肯定的。

俗话说，有啥别有病。为啥还有人心甘情
愿住院？分析起来，这些骗保“假病人”的心态
有三：一是我也花钱缴医保，我想怎么花就怎
么花；二是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三是医药

机构骗保，要罚也是罚他们，关我啥事？
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参保人员
的权责，严禁通过伪造、涂改医学文书或虚构
医药服务等骗取医保基金，对违法违规行为
加大惩戒力度。律师也表示，根据立法解释，
参与骗保可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并视情
节轻重，被处以罚款、公开曝光、纳入失信惩
戒对象乃至刑责。

当前，我国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
坚持监管“无禁区”、处罚“零容忍”，严厉打击
挂床、诱导住院、过度医疗等不规范行为。

2019 年共检查 81.5 万家医药机构，追回资金
115.6亿元。

参与骗保，害人害己。医保的钱是咱老
百姓的救命钱，骗取、滥用、浪费最终损害的
还是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咱
们的医保基金其实并不宽裕，像癌症、糖尿病
等大病慢病还做不到充分保障，每一分必须
精打细算。

当前，我国医保监管还面临执法力量不
足、监管专业化和精细度不够等问题。这种
情况下，公众要绷紧“骗保违法”这根弦，不要
成为机构犯罪的棋子和帮凶。 □屈婷

占医保的便宜，会摊上大事！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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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服饰文化研究》：唐人如何穿着打扮
由西安工程大学兰宇教授所著的

《唐代服饰文化研究》一书，作为“十三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陕
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重大出版项目，
已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以高水准的专业表达、新颖独特
的研究视域和典藏精美的服饰配图呈
现给读者，成为近年来少有的一部服
饰学术价值和服饰欣赏价值兼备的唐
代服饰文化研究专著。

《唐代服饰文化研究》一书从服饰
起源讲起，先人们将固有的生活习俗、
审美情趣、款式与色彩的偏好、文化心
态、社会观念等沉淀于服饰之中，构成
了我们民族服饰文化特有的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内涵。特别是唐
代服饰文化，更有着无数让后人崇尚
和骄傲的辉煌成就，有着许多让我们
如数家珍的创新成果。

《唐代服饰文化研究》以五个独特
的视域将我们带入隋唐盛世。一是从
隋唐丝织业的发展、秦汉服饰理念的延
续、魏晋思想解放风气的影响讲述唐代
文化的缘起；二是从唐代时期的服饰制
度、盛世中的盛装、在美的追寻中塑造
自我形象来展示唐代服饰面貌大观；三

是以全新的服饰形象面世、创造
性的因素、空前绝后的美学景象
诠释唐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四是
从统治者的血缘基因、经济的强
有力支持、兼收并蓄的文化风尚
和诗情画意的精神氛围进行唐代
文化成因分析；五是从“霓裳羽
衣”的梦幻、“云想衣裳”的逸致、

“百鸟毛裙”“石榴裙”的神话透视
唐代服饰的文化现象。

该书还从三个纬度阐述了
唐代服饰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启
示和梦想。“有容乃大的胸怀、独
特的服饰形象以及对唐装的正
名”是唐代服饰文化给予我们
的启示；时空的复现、实践的回
转以及无穷的艺术魅力是唐代
服饰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和体
现；坚持开放、兼容与守护，坚
持融合、创造与超越，使唐代服
饰文化余韵再现，给予现代服
装以充沛的营养，引领世界服
装文化风气之先，在新时代实
现穿越时空的服饰梦想。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还结合“一带
一路”倡议，既着眼于保护、传承历史文

化与文明，又致力于在深厚的历史积淀
中开发新的服装品牌，进而对现代服装
的发展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思考。

□许今燕 王敏

在西安南郊出土的唐桂州郡都督李爽墓
壁画侍女图。图中女子均梳双环髻，身穿小
袖衫及有硬衬立领的半臂衫，着高腰石榴裙，
脚着笏头履，左披帔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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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爆炸的时代，书是
越来越多了。看到一个朋
友写了篇“散书”，说他的客
厅、卧室、阳台里的书橱已
经堆放不下，而源源而来的

书再也没有栖身之地，于是他开始散书，
和许多伴随多年的书籍分手了。同样为
书所困，我的想法或许比朋友更激进些，

我打算连书带橱一起撤掉。
自小生长在缺乏文化的荒芜时期，

没有读上几本像样的书，直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排队购买了一批名著，视为至
宝，放入结婚时定制的玻璃装饰柜，这
成了我拥有的第一个书橱。

有一天突然发现，书橱的门，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没拉开过，目光掠过一排
排熟悉的书脊，也缺少拿来翻动一番的
欲望。当然日子还是照常过，书还是照
常买、照常读，只是不知不觉，Kindle、
Boox Max2取代了书橱书柜。细细想
来，目光逗留在电子书上的时间远远超
过了纸质书，无纸化、智能化悄悄浸淫
到现实生活之中。于是我就在寻思，书
房里的书橱还需要吗？

书房里没有书不叫书房，但并非一
定有书橱才为书房。古人将书房谓之
斋堂室馆、庐阁舍轩，其实并非都是想
象得那么高雅。莫言的书房“一斗斋”，
一张小桌、两张木椅，书架上仅有百余
本经典书籍，他认为有这些书足够了。

书橱书柜除了实用之外，是会折射
一种占有和炫耀心理的，放入橱里的书
有多少是翻看过的？以此作为家庭装

饰的确实大有人在。由此看来，我们对
于书橱书柜，大可等同视为一般家庭储
藏橱柜，可有可无，因需而设。

其实对于纸质书，最大的困扰是难
以承受之重，唐代诗人就有“一囊书重
百余斤”的吟咏，现在纸张和装饰质量
上去了，一本 20万、30万字的书，动辄
重达 500克，出差旅游带上几本，不知
不觉就超重了；如果搬家，一箱箱的累
赘更是令人头痛。相比之下，一个 8G
的 kindle，重量仅为 200克，可以存放成
千上万册书。当然，电子书和纸质书的
阅读体验不同，一些新书或许还没有电
子版本，但作为随身携带的读本，或者
是偶尔翻阅的藏书，电子阅读器不失为
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我书房里占地不小、搁板已被压
得有些弯曲的书橱，随着散书的进行，大
概也得终结其使命了。在我的规划蓝图
里，书房里只保留一个简易书架，插着摞
着若干翻看着的纸质书，然后或许放一
架钢琴，读书眼倦时，抚琴弄曲，叮叮咚咚
的音符便从寂静处流淌开来……这样
的书房，散发着时尚的动感和活力，想
想也觉得非常有趣。 □肖振华

我与书

近日，一篇关于“学术临时
工”的文章引发网络热议。文
中把一些中途退出科研的博士
和青年教师称之为“学术临时
工”，把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归
咎于研究难做、论文难发、项目
难申和师生关系紧张。诚然，
科研人员的中途离场令人叹
息，但如果简单地将原因总结
如上则未免有失偏颇。

其一，研究难做是每一
个科研人员必须正视和接受
的客观事实。了解科研工作
的人都知道：科研是一个不

断试错、调整、提升的过程，从来就没有
一蹴而就的科研成果和不劳而获的学
术成就。即便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也
可能需要面对 99%失败的可能性。何
况，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压力，科研工
作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关于论文难发和项目难申则
需要辩证对待。学术论文是承载知识
创新的重要形式，学者通过发表论文，
报告和共享自己的研究发现，丰富人类
知识宝库；科研项目则为研究提供资源
支撑。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的论文
版面和项目资金只能优先配置给更为
优秀的科研人员，这就势必造成多数人
论文难发、项目难申的情况。

其三，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的深层次
原因，可能是导师和学生对于培养模式的认知差
异。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有个别导师师德师风存
在问题，但总体上科研院校导师队伍的水平较高。
学无定法、因材施教，不同导师的培养方式和性格
特点存在差异，不少人在选择导师时，盲从于导师
的学术头衔和行政官衔，忽视研究兴趣和培养模式
的匹配度，矛盾的种子早在选择之时就已埋下，无
关学术本身。

因此，科研之路本不平坦，知难而退、有进有退是
正常的职业选择。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这些
所谓的“学术临时工”自我认识到并不适合科研，及早
退出科研领域，并非资源浪费，而是正常的优胜劣汰，
是对教育科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个人职业规划的合
理调整。

当然，“学术临时工”的产生也有其他内在原因。
一方面，不少硕士生在报考博士时，对自己研究的方
向和即将面临的学术压力缺少认知；另一方面，年轻
的科研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确实会遇到不少困难和
压力，要学会正视这些问题，深挖根源，妥善解决。

当然，守护科研理想也需要净化科研风气，尊重
科研规律，不断改革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尊重年轻科
研人员的首创精神，保护他们可贵的创造力。同时，
针对年轻的科研群体普遍存在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婚
恋压力等问题，要加大对他们的关心指导力度，加强心
理疏导，引导其正确认识科研工作中的挫折和压力，增
强他们统筹处理工作和生活的能力。 □曾润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