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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看上去挺美，真的摆起来实苦。近日，某女生失业

90 天后，选择摆摊卖饭团，第二天全天只卖出 5 块钱，结果崩

溃痛哭。此事冲上热搜，并引发网友激烈讨论。

面对网友褒贬不一的评论，当事女生兰姑娘随后表示：

很不幸成为失业者，也很幸运能够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摆

摊是短择，不会是长择。感谢大家的鼓励，未来会更加用力

地生活。

近段时间以来，“女生靠摆摊还清百万欠债”“夫妻摆摊

日入9000元”之类的故事流传甚广。不少青年被这股摆摊热

潮撩拨得头脑发热，相信摆摊里面藏着财富密码，于是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就此加入了“摆摊”的行列。

坦白说，年轻人毕业摆摊、辞职摆摊，无疑是走向社会、

面对现实的好事。摆摊投入少、转身快，一个品种不受欢迎，

马上换个品种尝试即可。摆摊创业，或是当成一份正经工

作，在当下就业遇到瓶颈的现实背景下，对年轻人而言，几乎

就是成本最低、最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事女生兰姑娘在失业

之后不啃老、不摆烂，而主动去摆摊，显然是个努力生活、有

勇气有担当的姑娘。

当然，摆摊也并非适合所有人。摆摊的不稳定因素很

多。比如，下雨天可能无法出摊，天气太热太冷会影响生

意。虽然入行门槛较低，但其实摆摊也是门技术活：进货、制

作、叫卖⋯⋯不仅要动脑筋，还耗费体力。摆摊的人多了，恐

怕还要考虑选品的独特性，如何摆卖才有竞争力等等。所以

对于摆摊，一切都需要提前做好规划。

摆摊发家致富的故事，绝不会轻轻松松降临到每一个

人身上。对绝大部分摆摊者而言，摆摊就是一份赖以存活

的生计。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恐怕是他们最真实的日常。

而且如今这波摆摊创富的传说，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摆摊

已经大相径庭。一些被网络广为宣传的创富人物，实际上

TA 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地摊摊主，而是贴上“摆摊者”标签的

网红博主。通过“摆地摊”式的表演，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网

上的流量。

这就告诉我们，不要一厢情愿地相信“摆摊神话”，避免

给大家带来误导。不过，退一步说，即便像兰姑娘那样创富

的期待落空，被生活捶打，也是自我成长的一部分，没什么大

不了。脚踏实地、自食其力，让年轻人的就业选择范围更广

一些，这恐怕是当下公众和社会才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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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伢儿停车场”来了。近日，由钱江

晚报“记者帮”栏目牵线的“小伢儿停车

场”，在闸弄口街道红梅社区正式亮相。大

家纷纷为这道车轮下的友好风景点赞，很

多人表达了也想要建设同款“小伢儿停车

场”的意愿。据悉，“小伢儿停车场”即将在

杭州全城上线。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举措，何以引发

如此巨大反响？这是因为，建设“小伢儿停

车场”不难，但其背后蕴含的从儿童需求出

发的理念，弥足珍贵。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 60%，城市

成为越来越多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外部

环境。为了让孩子们更加安全、快乐地成

长，《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明确要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

社区创建工作。去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多部门更是联合印发了《城市儿童友

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提出要以公益

普惠为原则，坚持“1 米高度”视角、寓教于

乐内涵、安全环保标准，推进儿童友好空

间建设。

关爱儿童就是守护未来，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已经成为共识，相关各方开始纷纷

积极推进硬件设施的改进和建设。现在的

城市里，孩子们活动玩耍的地方明显多了

起来。不过，儿童友好不仅要体现在硬件

设施的设置上，也要体现在软件配置和观

念的提升转变。否则，即便造起了各种“高

大上”的硬件设施，但是如果细节没做到

位，效果仍会受到影响，乃至徒有其表、流

于形式。

杭州的“小伢儿停车场”不只是划出一

块空地，让孩子的滑板车、平衡车、扭扭车

等车子有地方可停，而且相关部门还颇费

了一番心思。比如，“小伢儿停车场”不是

由“高大上”的设计院操刀，而是让学校的

孩子们来参与儿童推车专属停车位的设

计。停车区域地面采用的造型，也力求符

合儿童的审美，并且计划每个季度更换一

次设计造型，让更多小朋友的作品都能得

到展示⋯⋯

有人说，学校里的每一面墙壁都会说

话，社区里的“小伢儿停车场”同样能在无

形中发挥育人功能。看着整洁有序、充满

童趣的“小伢儿停车场”，再通过亲子课堂

的适度引导，何愁小朋友们不能养成文明

有序的好习惯？

认真做事，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做

事，才能把事情做好。对待“小伢儿停车

场”这桩小事，社区可谓用心用情，充分体

现了蹲下身来以“一米高度”看问题的儿童

友好理念。在细节的妥善处理上，最能体

现城市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彰显一座城

市的温度。惟有将儿童友好的理念与行动

落细落实，才能让童年更美好，让城市更宜

居。

儿童友好，体现城市温度儿童友好，体现城市温度

在 细 节 的 妥
善处理上，最
能 体 现 城 市
服 务 理 念 和
服 务 水 平 。
惟 有 将 儿 童
友 好 的 理 念
与 行 动 落 细
落实，才能让
童年更美好，
让 城 市 更 宜
居。

在云南丽江，有一支以鸟为图腾的家族，姓“nià”。

“nià”字是上下结构，上半部分是少了一横的“鸟”，下半

部分是“甲”。由于当前的电脑系统无法识别，“nià”姓村

民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只好将其拆开，拆分为“鸟”和“甲”

二字，从而组成了鸭子的“鸭”字。不少村民表示，不想丢

掉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宝贵姓氏，希望能有办法回归“nià”

姓。

“nià”属于一个生僻字，但客观来讲，每一个字都是

平等的，字被创造出来，就是拿来用的。“生僻字”的属性，

不是其不能在社会中被正常使用的正当理由。现在，仅

仅因为电脑系统无法识别“nià”这个生僻字，就让全村改

姓“鸭”，看似村民们可以顺利办理二代身份证，日常生活

更加方便了，但也意味着，与祖先的血脉联系在姓氏上被

切断，祖先传下的姓氏无法得到更好传承，这是对传统和

姓氏的不尊重。这样的操作，显然不妥。

想象一下，如果该村村民身份证姓氏统一成“鸭”字，

再持续个几十年，“nià”姓是不是就可能会淹没在时间的

长河里，直至消失？那应该不是村民想要的结局，也不是

社会期待的样子。有人说，生僻字的一撇一捺都藏着故

事，这些故事连接着文化与我们的民族记忆。如果因为

电脑系统问题，就简单地割舍和放弃生僻字，就会渐渐失

去我们传统文化的“根”。

据村民的说法，他们十年前老身份证上写的还是

“nià”。为什么老身份证，就能打上这个字，现在的二代

身份证就做不到了？无论具体原因如何，至少说明在身

份证上打上“nià”字，是可以实现的，大概率是一个技术

问题。更新一下系统，把这个字录进系统里，应该不难做

到。信息化的发展进步，目的是为了给民众便利，而不是

添堵。在生僻字的传承方面，也应多做“加法”，而不是做

“减法”。不能技术越进步，实用价值反而在后退，人为设

置数字鸿沟，也有违数字化的初衷。

全村改姓“鸭”这事，说白了，不应该让使用生僻字的

村民妥协让步，而应该是公共服务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加

快生僻字的更新、管理规范与实际应用的便利性，去积极

配合、解决村民们的难题。公共服务要最大限度考虑到

公共利益，保护好生僻字，让生僻字在生活中正常使用，

事关文明的记载和文化的传承，正是“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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