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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机器替代人类”的焦虑
新闻事件：如同科幻片中的场景照进现实——2025

年伊始，16台身披花棉袄的人形机器人登上春晚舞台，

以流畅的舞姿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场充满未

来感的表演，不仅成为海内外热议的焦点，也让更多人

意识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生活的图景，或许正

加速到来。

光明日报：当前，人形机器人发展已迎来快速增

长期。2024 年首届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发布的

《人形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显示，预计 2025 年，中国

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 53 亿元；到 2029 年，中国人

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或将达到 750 亿元，将占全世界总

量的32.7%。

然而，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广泛的社

会焦虑：当机器越来越“像”一个真实的人类，会发生

什么？

实际上，回顾人类科技发展史，每一项重大技术

革命往往都伴随着“技术焦虑”。人形机器人的未来

发展方向，绝不应该是取代人类，而应当聚焦“人不能

为”的领域，以及成为人类的合作伙伴。比如在现代

医疗领域，手术机器人并非要取代外科医生，而是不

断提升精度，帮助医生开展更多高难度手术；在一些

具有危险性的极端环境中，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开展

消防、救援等工作。

其实，每一次技术突破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

契机。面对“机器替代人类”的焦虑，或许我们可以求

助于最朴素的人类本能——回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看，去听，去体验，去表达。当虚拟交互逐渐占据我们

的生活，重返物理世界的感官“在场”或许成为一种解

药。因为，人类的认知与情感，始终根植于物理躯体

的真实体验。

热点聚焦聚焦

媒体观点观点

新闻事件：近日，广东省教育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严防校服采购中的腐败行为，不得

以任何方式强制学生、家长购买校服或捆绑销售，非城

镇中小学校原则上不要求统一着装、购买校服。《意见》

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华声在线：将“不得强制购买校服”的规定落地

落实，严防校服采购中的腐败行为，可以从三方面发

力：

一是坚持“两个自愿”原则。学校应遵循自愿开

展原则，进行深入论证，加强信息公开，广泛征询家长

意见，做到公开、透明、规范操作。确定选用校服的学

校须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另外，学生和家长遵

循自愿购买原则，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学生、家

长购买校服。

二是坚持“适宜、实用、够用”原则。学校应合理

确定校服种类、款式和套（件）数等，坚决抵制高端

化、奢侈化倾向。校服征订应当充分尊重学生及家长

的意见，确保选择过程民主透明。校服款式一经选

用，要保持相对稳定，以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三是坚持“家长做主”原则。校服的采购，可以采

用校服选用组织委托第三方采购代理机构公开采购

确定供货企业模式，也可以采用校服选用组织自主评

定确定供货企业模式等。总之一句话，一切由家长民

主决策，公开透明、规范操作，学校不插手校服采购工

作，这样就可以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

买不买校服，由家长决定；买什么校服，由家长做

主。如此这般，哪里还有“天价校服”生存的空间？

如何落地“不得强制购买校服”

5月12日上午，广东省总工会主席工作会议专题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

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总工

会主席黄宁生在会上强调，工会要认真履行维权和服务

基本职责，为广大职工提供更多可感可知可及可得的服务

（以下简称“四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力维护社会

大局和职工队伍和谐稳定。（详见本报5月13日第一版）

工会服务做得好不好，要由职工说了算。“四可”的

新要求就是从职工的立场出发，结合近些年来广东工

会服务工作实践进行总结升华，是工会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不断增强工会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重要指

示精神的深化探索，更应成为新时期衡量工会服务成效

的关键标尺。

“可感”，是要有温度。工会服务不能只是冷冰冰

的文件和规定，不能只是轻飘飘的标语和口号，而应是

充满人文关怀的贴心行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

记刘向兵在谈及党和工会的关系时曾形象指出:“党好

比是人的头脑，而工会就是人的脚和手，受党领导，听党

指挥。”再想深一层，人的头脑一旦武装上了先进思想，自

然就有了想干事的冲劲、暖人心的话语和有温度的举

止。只有坚持人民至上、职工为本，有了为职工办好事解

难事的情怀，工会的服务才能真正温暖人心、打动人心。

“可知”，是要有广度和透明度。工会服务要着眼普

惠广大职工群众，不能藏着掖着，只服务小团体、小圈

子。既要让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享受工会服

务，也要让非公企业、新业态领域的职工同样享受工会

相应的服务。现实中有个别单位的工会服务搞区别对

待，暗箱操作，结果伤害了职工感情，也损害工会声誉。

因此，要保障职工的知情权，注重信息公开和宣传普及，

让职工了解工会在做什么服务、怎么做服务以及取得哪

些成效。只有这样，职工才会信任工会，积极参与工会

服务活动，形成良性互动。

“可及”，是要有便利度。有些工会服务被职工戏称

“玻璃罩里的福利”，看得见却摸不着，手续繁琐，门槛过

多，弯弯绕绕，职工的热情都给绕没了，哪里还有心思参

与活动。实践证明，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工会的服

务如果不能快捷便利触达职工，往往就被职工无视。因

此，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采用互联网技术搭建线上服

务平台，或直接把服务站点开到职工密集的工作场所和

生活社区，让工会提供的服务与实惠触手可及。

“可得”，是要有深度和满意度。工会服务最终要

落脚到能否为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带来实实在在的福

利。如果没有针对“痛点”“堵点”，专挑简单、容易的

做，浅尝辄止，留于表皮，职工的感觉犹如隔靴挠痒，

不能“解渴”，职工是难以满意的。无论是提高福利待

遇、改善工作环境，是帮扶脱困、关爱病患，还是丰富

文化生活、提升职业技能等，都要以结果为导向，确保

每一项服务都能取得实打实的成效。只有让职工在

工会服务中真正受益，他们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可工会

的价值。

近些年来，各地各级工会的服务推陈出新：职工遇

到困难，工会及时送上关怀；职工有情绪压力，工会提供

心理疏导；职工想提升学历，工会推出“求学圆梦”；快递

小哥送件误了饭点，工会创办“移动厨房”，还有工会“红

娘”热心牵线，工会律师随叫随到……这些贴心举措，拉

近了与职工的距离，为工会赢来良好声誉。

但不可否认，不少工会的服务与职工现实需求或多

或少存在脱节，覆盖面不广、吸引力不足、实效性不强。

此时，不妨用“四可”这把关键标尺来校正和改进工会工

作，推动工会服务逐步融入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让职工

时刻感受到工会就在身边。

■特约评论员刘胜坤

“四可”是衡量工会服务成效的标尺

民生热议热议
上门做饭

是服务业精细化发展试金石
本期话题：近年来，上门做饭的新服务在社交平台上

走红，让许多年轻人有了就餐新选项，也让不少烹饪爱好

者看到一种就业新方式。专业厨师提供“私厨”服务，擅长

烹饪的厨艺爱好者在社交平台“接单”……如今上门做饭

的服务越来越多样。陌生人上门安全吗？餐食出问题、口

味不满意怎么办？谁来约束和监管上门服务的提供者？

面对新服务，不少人心中有疑问。

媒体谈

北京青年报：在“不想做饭”与“好好吃饭”之间，上门

做饭服务悄然架起一座桥梁。这项看似简单的服务，既折

射出当代消费需求的精细化升级，也暴露了新兴行业无序

生长的隐忧。上门做饭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服务经济从

标准化向个性化跃迁的缩影。但如何在满足多元需求的

同时，让行业走上规范之路，成为摆在从业者、消费者与监

管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构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同样关键。消费者对“好吃”

的定义千人千面，但卫生、安全、履约等基础指标应有统一

标准。行业协会可联合平台制定操作规范，如食材储存温

度、烹饪流程记录等，并通过用户评分动态监督服务质

量。差异化竞争是破解同质化的另一路径。个体从业者

可深耕细分领域，擅长家常菜的聚焦社区客群，精通宴席

的打造私厨品牌，月子餐团队则需强化营养学资质。

政策配套也需跟上创新步伐。专家指出，“上门经济”

涉及灵活用工的社保、税收等问题，需完善从业者权益保

障。监管部门可探索“备案制+信用管理”模式，既降低准

入门槛，又通过信用评级倒逼服务提升。对于社交平台上

的自发交易，可通过引导用户使用第三方合同模板、购买

短期保险等方式降低风险。

网友说

*广*：上门做饭的兴起，是“懒人经济”日渐发展的又

一案例，也是年轻人追求品质生活的体现。

新**：上门做饭行业唯有在安全、标准、效率上筑牢根

基，才能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环**：“上门做饭”成了一种新型业态，给劳动者提供

了新的职业和就业机会，给消费者提供了新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