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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高一学

生林海的母亲张英（化名）近日向记者反映，

中小学食堂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她的儿子小

林，一个学期午餐费一共只花了 40 多元钱，

而学校食堂中午一顿套餐就要 14 到 17 元，

“相当于孩子一学期只去食堂吃过三顿，中午

就带着牛奶面包，有时候去小卖部买个热

狗。”为什么这样？因为学校的菜实在太难吃

了。她邀请记者进入这所中学高一家长的微

信群了解情况，记者发现不少在校学生对自

己学校的食堂运营状况不满意。

学校饭难吃，这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历来

是全国各地师生吐槽的焦点。食堂方面的解

释往往是：如今的孩子嘴巴太叼了，难伺候。

这确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将问题都归结于此，

就太绝对了。

有网友说，这是没有竞争的缘故。能不

能放开，让大家竞争开食堂，一个学校里开它

四五个，看哪个会不用心做。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公

安部等四部门最近联合印发的《关于落实主

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规定：有条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餐

厅要自营，不准外包；非寄宿制中小学、幼

儿园校园内不准设小卖部，已经有的要退出

经营。

为什么出此规定？因为食品安全大于天，

特别对未成年的学生，他们的抵抗力比成年人

要低。食堂外包，经营者以利益为重，就容易出

现安全问题，一旦出事就是无法承受之痛。

同时也要看到，中小学生正处于长身体

的阶段，如何让孩子们胃口大开地吃饭，也是

件大事。

杭州是在中小学伙食方面做得比较好的

城市。最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

了滨江一所小学的食堂，花样百出的菜单让

人只看报道都能口舌生津。一些民办学校在

伙食上投入较大，学生家长乐意为此付出比

较高的伙食费。

杭州常抓不懈的中小学学校“阳光食堂”

系统，使用信息化平台可对比当天农贸市场

菜价，可以让“食堂采购的价格和勾庄的批发

价差不多”。智能收货系统改变了食堂管理

方式，解决了食材这个首要问题。使用“中小

学阳光饮食信息化服务平台”，学生还可以在

前一个周末提前点好食堂饭菜，食堂根据点

餐情况精准采购，大幅减少了浪费，也保证了

口味。而一些学校推出的校长陪餐制，更是

让孩子们吃得安心，让家长们放心。

由此可见，无论食堂餐饮安全问题，还是

饭菜的可口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管理问

题。如何让孩子们在吃得安全的同时吃得开

胃、吃得健康，这是每所学校的食堂在管理中

所应解决的重要问题。

让中小学生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落胃让中小学生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落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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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食堂餐饮安全问题，还

是饭菜的可口问题，其实都

可以归结为管理问题。

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

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对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作出部署。从《意见》来看，人社部为事

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提供了更为宽松、

开放的条件支持，包括在完成单位既定工作

任务后工资待遇不变，并可获得与兼职或所

创办企业职工同等待遇，离岗创办企业最长

可达 6 年等，目的就是让机关科研人员“下

海”无忧。

细究起来，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下

海”并非没有先例。早在前几年，北京、浙江

等地就已经鼓励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带薪创

业”。毕竟，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事业单位科

研人员。而从当下人力资本发展角度来看，

高科技人才拥有相对弹性的工作量和时间，

其专业能力发挥也有着较大拓展空间。

实际上，部分高校教师利用课余兼职创

业早已成为常态化。同理，激活事业单位科

研人员的智力资源，让其能力、才华更为充分

地发挥出来，用于创新创业，对于我国科技经

济发展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2013 年，原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 10%，而发达国家

的这一比例在 40%以上。显然，我国科技成

果转化还有巨大的可挖掘潜力。充分挖掘包

括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类科研人才资源，鼓励

他们走出去，将自身多年研究的成果与市场

一线对接，可助力各产业的科技水平提升。

那样，科研人员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验室

“造车”，而是能够成为产学研一体化的参与

者，加速自身向科研应用型人才转变，逐步完

成我国科研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

当然，美好的设想要转化为现实，让事业

单位科研人员既能施展才华，又不致影响本

职工作和单位正常运作，需要更多的配套性

举措，应对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

比如，单位如何在工作量、工作时间上做

好相应考核标准的优化，做到既让这些科研

人员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又能兼顾创新

创业？对于相关薪资福利等，究竟是全额保

留还是有所调整？单位除了和相关科研人员

协商外，是否还要征求其他在职员工的意见，

避免因此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科研人员将在

单位研发的技术成果用于创业，其经济收益

是否要和单位按比例分成？如何界定其成果

是归属于科研人员个体还是单位所有？

这些关键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界

定，从而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下海”奠定规

范化管理的制度基础。

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下海”，需做到

进退有序。正如《意见》所指出的，要进一步

强化科研人员所在事业单位的领导把关责

任，对于科研人员参与“双创”活动既要充分

给予支持，又要进一步规范人事管理，坚决杜

绝违规“搭便车”、“吃空饷”等问题。同时，要

求科研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对“双

创”活动中各类违纪违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

惩戒措施。

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下海”属于新生事

物，需要各方面考虑得更为周到，在管理、考

核、奖惩各方面制定细化标准，并且根据情况

发展不断加以完善，让科研人员能进能退。

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投

身创新创业热潮，贡献自身才智，才能让这一

新政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科技人员进退有序，才能“下海”无忧科技人员进退有序，才能“下海”无忧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为方便

女性带孩子就医，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女厕所

门口设置了一个男童的小便池。对于这样的操

作，网友们吵翻了天，相关话题甚至上了热搜。

有人觉得这对独自一人带男孩看病的女

性来说，很照顾。也有人认为，其他女性看到

男童小便会尴尬，而对男童来说，这会侵犯他

们的隐私。还有人担心，这种做法会淡化孩

子的性别意识，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和性格养

成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一件新鲜事出现，有争议是难免的，因为

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对事情的看法自然

也会不同。在记者的采访中，有孩子的女性

对这一做法几乎都持赞同态度，而一些年轻

女性的态度则比较犹豫。

如果单纯从实际需求来看，医院的初衷

和做法都是值得称道的，这是一种很人性化

的设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独自一人

带男童看病的女性，如果遇到男童想上厕所，

又对其一个人去男厕所不放心，通常会将其

带至女厕所解决。如今，在女厕所门口设置

一个男童小便池，至少在空间上有了一定的

区分，在视觉上或者在心理上或多或少有了

一定的遮蔽，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原本的尴

尬。当然，更关键的是，它为独自带娃看病的

女性分了忧。

有人说，最好的办法，是单独设计亲子厕

所。但有时候实际情况不允许，比如杭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其建筑主体属于老建筑，当初

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点，现在要改造，几乎

是不可能的。其将男幼童的小便池装在女厕

所的门口，应是在既有条件下的最优方案了。

不过，笔者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

父亲想带女童上厕所，又该如何解决？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拿出来讨论，是因为

类似医院、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人性化设置

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以前，有关是否应该将

男童带进女换衣间的话题也引发过激烈讨论，

双方的意见与这次的争论如出一辙，所反映出

来的同样是公共场所人性化设置不足的问题。

这些年来，公共场所人性化设置有了比

较大的进步，一些新建公共场所有了包括母

婴间、亲子厕所等人性化设施，杭州一些公共

厕所除了男女间还设置了第三卫生间，里面

有专门提供残疾人、幼童方便的设施。

但是，可以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笔者

曾在某儿童医院发现，这座新建医院里的小

便池高度，都是以大人的标准设置的，5 岁以

下幼童根本够不着。一家专门为儿童服务的

机构，厕所却不考虑儿童的需要，恐怕也是人

性化的缺失吧。

公共场所配备人性化设施，应该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一种人性关怀，更能

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文明就在细节中。

关心和文明就在细节中关心和文明就在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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