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观点观点

是噱头还是创新？

光明日报：在线下办讲座，可以选的地点那么多，为什

么偏偏要在酒吧？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学术研究固然

是严肃的，但不是不能在轻松、惬意的环境中进行。酒吧

特有的“松弛感”恰恰匹配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在工

作和学习中要努力、奋进，但也要讲究一张一弛、劳逸结

合。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收获一份难得的轻松，这或许就

是“学术酒吧”受到一些年轻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不过，一些网友的吐槽也不是全无道理。尽管“学

术酒吧”为人们带来新鲜感和体验感，但学术讲座毕竟

也有硬性的标准。不管环境再怎么让人流连忘返，但讲

座的内容乏善可陈，那就成了本末倒置。毕竟，“学术酒

吧”的前提应该是拥有经得起审视的学术含量。当我们

为新生事物的涌现点赞时，也更希望它能真正起到促进

学术交流和发展的作用，而不只是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

“噱头”。

保持“学术”内核是关键

交汇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学术酒吧”还

面临着诸多挑战与质疑。如何平衡经济性与学术性、如何

避免沦为消费噱头、如何打破精英文化的壁垒……这些问

题都需要经营者和管理者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

需要明确的是，当“学术”走进酒吧，打破知识边界

的同时，绝不能脱离“学术”这一内核。学术酒吧的核心

竞争力仍在于其独特的学术氛围和高质量的讲座内

容。只有不断挖掘和引入有深度、有价值的主题和优秀

的主讲人，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维持足够的客流

量。另外，要想真正成为大众公开讨论沟通的公共领

域，“学术酒吧”还应当打破精英文化的壁垒，保持其开

放性与包容性，让所有对知识充满渴望的人都有机会参

与到这一文化现象中来。未来，期待“学术酒吧”这一模

式能够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真正成为连接学术与生

活的独特空间。

或可成为更松弛的“职场夜校”

大江网：做个适当分类，还是必要的。对于在校学习

的莘莘学子来说，就不要放着校内和线上那么丰富厚重的

学术教育和讲座交流机会，拿着本来不多的生活费跑到校

外的“学术酒吧”去放飞自我了吧。

对于已经毕业离校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未能上大学、好

好钻研自己喜爱的学术问题，而早早工作的成年人来说，

不管是白领还是快递员、车间工人，“学术酒吧”是另一种

弥补缺憾的“职场夜校”。下班之后，始终保持学习进取的

劲头，约上三五知己，在这样的酒吧里心情安泰地休闲“充

电”，实在是一件既浪漫又有范儿的事。

这样的酒吧其实更应该出现在写字楼聚集的高新区

或者工业区里。对于办得好，讲座质量高，影响力大的“学

术酒吧”，地方文化旅游部门也不妨加以适当扶持奖励和

大力推介，将其打造成更具辨识度的街区文化和城市“夜

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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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聚焦

媒体谈

工人日报：很多公共场所的母婴室或者母婴空间，

是有“男士止步”标识的，即便没有这样的字样，男士往

往也不敢贸然进入。这是因为，房间里可能有其他妈妈

正在哺乳，也可能有其他女童在换穿纸尿裤。但现实

中，妈妈一人独自在母婴室照护孩子，孩子在哭闹，妈妈

在手忙脚乱，爸爸在外面不知所措，有劲儿用不上。实

际上，不知所措的不只是爸爸，如果其他男性亲属比如

爷爷、姥爷等带幼儿出门，同样也面临不便，母婴室不便

擅入，而男卫生间里又没有尿布台等幼儿照护设施。从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拴住”了妈妈，不得不每次出门都

要与孩子“绑定”。

事实上，很多婴幼儿的照护工作并没有性别要求。

如果能够为男性外出带娃创造客观的照护条件，是有利

于鼓励男性，特别是鼓励爸爸参与育儿的，并由此形成夫

妻双方协同分工来承担幼儿照护的社会导向。

当然，公共场所空间有限，其设计和使用要遵循高效

原则，不是说有“母婴室”就一定要有“父婴室”，如果“父

婴室”也有性别排他的属性，只能爸爸进入，那并非应有

之意。带娃家庭在公共场所需要的是更加包容和多元化

的服务设施，比如可以允许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进入的

有婴幼儿照护设施的家庭卫生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与

其说建“父婴室”，不如说创造允许父亲和其他男性家庭

成员进入的“父婴空间”。

网友说

十*路*：只要空间大，设置什么室都可以，包括照顾

老人等特殊群体的。

风*暴*：可以像试衣间那样搞很多个单间，男女都能

用。

好*渔*：父亲也是育儿的一分子，创造父婴空间，释

放父爱的力量。

*是**：可以在公共场所设置家庭卫生间，更方便家庭

成员的用厕需求。特别是老龄化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当

父母的中青年，拖老带幼出门真不方便。

民生热议热议

观点加点料加点料

新闻事件：近来，“学术酒吧”在城市悄然兴起，备受年轻人青睐。美团数据显示，10月以来，“学术酒吧”搜索量较

9月同期增长142%，20岁至30岁的年轻用户搜索占比超半数，上海、北京、西安、深圳、广州等地的搜索热度位居前

列。在年轻用户聚集的“小红书”上，有关“学术酒吧”的笔记已超6000篇，其热度正在快速上升。（来源：中国新闻网）

用好“技高者多得”的“指挥棒”

“学术酒吧”为何受年轻人青睐？

病房“无陪护”，医护需更给力

新闻事件：据新华社报道，我国技能人才工资分配

制度不断健全，薪酬水平取得较快增长。2021 年至

2023年，取得高级技能及以上、中级技能、初级技能鉴定

证书的技能人才年平均薪酬分别累计增长6.2%、9.6%、

7.7%，快于各级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河北日报：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

国密集出台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健全体现技能价值激励

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多劳者多得、技高者

多得的鲜明导向，对强化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产生了积极

影响。

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必须进一步用好

“技高者多得”的“指挥棒”。一方面，应提升技能人才待

遇水平，健全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

分配机制，引导广大劳动者主动提升技能水平、积极开

展技术创新，让更多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

还需要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配套政策保障，提

升技能人才的获得感、归属感，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

情与动力。

在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背景下，我们期待“技高者多得”的价值导向激励

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澎湃动能。

新闻事件：患者轻轻一按床边的呼唤铃，专业护理

员就能第一时间赶来，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专业医疗

护理和生活照护……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着手

探索建设“无陪护”病房，由医疗机构聘用数量适宜、培

训合格的医疗护理员，为患者提供专业照护服务，受到

患者及其家属欢迎。

人民网：拿看病就医这件事来说，如果有专业陪护，

的确能省下不少时间和烦恼。从翻身喂饭上下楼到推拿

按摩助康复，只有让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才能提高诊疗效

率、加快患者康复。由专业护理员来提供24小时不间断

的照护，既可以确保患者在看病住院期间享受到高质量

救治，又能够“解放”家属，使其安心工作、放心陪伴。

从医院角度看，专业陪护让病房管理更加规范和高

效，不仅有助于为患者营造安静舒适环境，也有助于提

高医疗设备使用效率和病床周转率。特别是，以智能床

旁系统、自动药物分发系统等先进高科技系统和设备为

辅助，“无陪护”病房的护理效率和准确性远高于传统陪

护模式。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发展专业照护、建设

“无陪护”病房的使命初衷。医疗护理员是医疗辅助服

务人员之一，主要从事辅助护理等工作，需要具备一定

的医学素养。目前，受过规范化培训的专业护理员相对

不足。这就需要，完善多部门协同机制，加强护理队伍

建设，推进护理员的规范化、标准化。只有加大人才供

给和培训力度，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才能更好适应“无陪护”病房建设需要。

在照护服务方面，唯有不断优化服务、提高照护质

量，才能把专人照护这件好事办好。比如，引入远程监

护技术，方便家属随时联络患者、查看病房，能够让家属

对治疗和医护过程更放心、安心。“无陪护”病房能否实

现大发展，关键是优质服务提高患者家属的接受程度、

信任程度。

作为一种全新的医疗服务形式，“无陪护”病房的发

展不只需要医卫工作者付出不懈努力，也需要从体制机

制上夯基筑底、树牢根本。明确专业护理员职责、权利、

待遇，方能确保这一职业引得来、留得下有志人才。打

通医保渠道，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方能确保患者权

益得到保护。让相关制度更周延、完善，便可以为“无陪

护”病房模式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护航。

“父婴室”来了！
本期话题：近日，上海有商场推出“男亲子卫生间”，

引发舆论关注。有的网友称其为“父婴室”，并希望在更

多地方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