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公司附近的中行网点办理业务，看到这项新

功能就试了下，手指动动轻松就能查询和打印社保

参保证明，确实蛮方便的！”近日，在中国银行的一家

网点，某公司财务人员孙女士“尝鲜”了该行智能柜

台的“浙里办”政务服务。

“浙里办”是浙江数字化改革面向社会机构和公

众办事的总入口，汇聚了全省统一政务服务事项。

“浙里办”上线8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惠企便民，中国

银行浙江省分行配合政府部门加快“数字政府”建

设，发挥银行网点渠道服务优势，将“浙里办”政务高

频事项嵌入银行网点智能柜台，为企业群众提供“家

门口”一站式服务，让其体会更多便利感和获得感。

目前，中国银行已在浙江省全量网点1300余台

智柜设备上线“浙里办”政务服务，并同步输出至上

海、江苏、安徽1500余家中行网点。这意味着，在长

三角地区的 4600 余台中行智柜设备上，均可实现

“浙里办”政务服务办理，一举解决本省人员在长三

角地区办理政务服务的需求。

据悉，本次首批上线的政府服务，包含“合法

稳定就业居住证办理”“不动产权属证明网上查

询”“门诊费用报销”等 108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涵盖公安、人社、医保、建设等 11 个领域的查询、打

印、办理类业务，企业群众可就近前往银行网点智

柜设备办理。

下阶段，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将继续践行金融

使命、彰显中行担当，发挥金融科技优势，积极聚焦

数字化改革加快推动智慧政务创新合作，进一步深

化“政务+金融”服务模式，以金融助力经济稳进提

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中

行力量。 文/尹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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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酷暑，一位环卫工人正在清扫大街，

身后跟着一名小男孩不停地扇着扇子⋯⋯最

近，发生在四川乐山街头的这一幕感动了无数

网友，“太懂事了”“孝心少年，未来可期”⋯⋯

对于网友的称赞，打扇的 10 岁男孩王超却很

平静，“这没什么啊。看到妈妈很累，汗水都浸

到眼睛里了，很自然就想帮妈妈打打扇。”

小“暖男”王超给妈妈打扇，并不是一时心

血来潮，而是发自内心的“真爱”。妈妈住的地

方没安装空调，他却说虽然妈妈这里很热，但

是有妈妈的爱。每次妈妈给他做菜，他都说好

吃，因为有妈妈的爱。他也经常陪妈妈扫街，

并总是带一把扇子为她打扇。

10岁男孩顶高温为环卫工妈妈打扇，感动之余

更应该引发反思。孩子固然要好好看一下这个视

频，为人父母者也要接受“教育”。随着生活条件的

改善，当然不必刻意让孩子干活“锻炼”，但体谅父母

的艰辛，绝不能一并“省略”。一些孩子之所以不懂

得孝顺父母，很多时候问题出在家长身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值得追问的是，心疼孩

子的父母们，又有几人容许孩子这样跟着自己

“受苦”呢？在大街上为自己打扇，会不会觉得

“丢脸”呢？换言之，即便孩子愿意这样“孝

顺”，恐怕也没几个父母允许给“机会”。

妈妈扫的是生活，孩子扇的是孝心。开展劳

动教育，不妨从让孩子学会给父母打扇之类的身

边小事开始。家长要学会适当放手，尽可能把日

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还给孩子，切忌以爱的名

义或学习的名义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有时候，

让孩子适当受点苦遭点“罪”，并非坏事。

扫的是生活，扇的是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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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高质量陪读，孩子成长的养分
本报评论员陈江：租房陪读，就是指那些

以孩子教育为首要目标，在孩子就读的学校附

近租住房子，陪伴孩子学习并照顾他们生活起

居的一种活动。需求决定市场，学校周边的房

价因此水涨船高，尤其是好学校周边，到了升

学季前期，那简直是一天一个价。不仅在杭

州，这种现象在全国大中城市也普遍存在。

高一或是高三学生家长，之所以着急在学

校旁边租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背后还是优

质教育资源稀缺所致。家长们出于“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理，都希望子女能就读最好

的学校。而离家近的名校很少见，学校宿舍床

位又总是有限。为了让孩子能过得舒服点，不

用每天在上学路上花费较长的时间，也为了上

学路上更安全，有实力的家长会早早买好学校

附近的房子，而更多家长则选择了租房，协议

一签三年。

不必讳言，“租房陪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

种刚需。特别是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作业比

较多，而宿舍关灯早，如果晚上想多刷一张试

卷，多温习一门功课，那还是得有个自己的房

间。租房陪读，说到底是中国家长为了孩子的

求学生涯，多尽一点父母责任。

“租房陪读”，这相当于是把家临时搬到了

学校周边。这种选择不只是为了读书，更是全

方位的陪伴。恰逢青春期的孩子，不仅需要生

活起居的照料，还需要日常情感的交流。父母

在身边，万一孩子在情感和精神方面遇到困

惑，父母也能及时安慰排解。有情感互动，父

母时时在旁监督鼓励，孩子能随时汲取成长的

养分。所以，高质量的陪读，孩子的成绩一般

都会有所提升。

住校的好处，家长们看得到吗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在孩子学校附近找一

套房子，然后全家搬过去照顾孩子，让他有个

良好的环境。这样做看似避免了住校的所有

弊端，让人怦然心动。但是，有没有算过因此

付出的代价呢？

首先是经济上的。从舒适熟悉的公寓搬

进“老破小”，居住条件可能下几个台阶不说，

以杭州市中心为例，即便“老破小”年租金也要

七八万起步，这样的开支不是小数目。

其次，是时间的成本。孩子上下学是不需

要花多少时间了，但是这个时间成本其实是转

移到陪读的父母身上，他们上下班所用的时间

很可能因此延长。

杭州很多重点高中历史较久，住宿条件

受各种限制，但即便如此，孩子住校还是有着

很多无法比拟的优点。相比于父母“租房陪

读”，不仅在经济支出上很少，在上下学上花

费的时间成本也更加小。再则，对于住校生，

学校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可以帮助孩子养

成更合理的学习和生活习惯。独立生活有助

于培养住校生的自律自立自制能力。同时，

在住校生这个群体里，对孩子的人际交往也

是种锻炼。

我们培养孩子，不仅仅是在学业方面，还

要有全方位的考量，这需要家长理性地权衡各

方利弊。对孩子来说，住校是迈向独立的第一

步，而成长，不就是学会独立吗？作为一名高

中生，应该要逐步培养这种独立意识和学习生

活能力。既然如此，适时适当地让孩子去住校

吧。没有你，孩子的天塌不下来。

这几天，杭州市中心几所重点高中附近的一些小区迎来租赁高峰，很多人是给自己读高中的孩子来租房的。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

高中录取名单公布后的 3 小时内，合适的房源已经被抢完了。不少家长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更靠近学校的环境，不惜从舒适的公寓搬到了

“老破小”。为了帮大家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个现象，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评论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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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陪读与否，不能只考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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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对于“租房陪读”这个现象，很多读者和网

友评论不一。下面我们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

意见来看看。

水江南義常：高中三年影响孩子一生，家

长不可不慎，不可完全放手。

久若-久：现在好的高中，很多都是陪读

的。有些高中甚至会建议家长陪读的。

金隅 V 时代：宁波一些知名的中学旁边，

好多家长都是租房陪读的。

尔后再看：确定不是贩卖焦虑？陪读的永

远是少数，不陪读的，不还是有一大把考上好

学校吗？

北极的夜晚 1：读得好不用陪读，读不好，

陪了也没用。

chi_yu_chuo_da：在学校时间安排得非

常紧凑，反倒是在学校的效率更高。

罗建云：为什么不能让小孩住校，为什么

不能在学校吃？难道真是学校生活质量太差

吗？如果过于溺爱孩子，会导致父母成了孩子

一辈子的保姆。

这是不是在贩卖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