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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6月26日，一则“工地大

叔参加北京图书大厦读书

会”的视频走红网络。这位

热爱读书的“工地大叔”是

来自河南濮阳、年近六十岁

的刘诗利。6月25日下午，他

来到北京图书大厦阅读，一

直待到晚上九点闭店。准备

离开时，他发现一楼许多人

在排队等待签字，这里正在

举办作家陈行甲的新书签

售会，就在一旁观望，工作

人员见状对他说，如果喜欢

看书，可以赠送一本。“当时

我既感激又激动，说找时间

再来看看，因为其他人都是

花钱买书，我不好意思白

拿。”最终陈行甲为他签名

赠书，“你是我的书写生涯

得到的最高褒奖”，并附上

赠言：“谢谢大哥，我们一起

过热爱的一生。”

热 爱 读 书 的“ 工 地 大

叔”为何能打动人心？保洁

阿姨、保安大叔、外卖小哥

等群体的读书需求，是否应

被更多人“看见”？解决这些

群体的读书问题，我们还能

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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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某男

子演唱组合计划于 7 月 25 日和 26 日在

大连举行演唱会。演唱会门票尚未开

售，举办地附近的酒店住宿费用却出现

大幅上涨。

有人为偶像奔赴，有人要追忆青春，

有人为情绪买单……在多链条、多环节

的连锁反应下，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

不容小觑，有“行走的 GDP”之称。当“为

一场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成为年轻人的

新潮流时，演唱会催生的文旅效应更是

惹人注目。

某男子演唱组合在大连举行演唱会

的消息刚官宣，举办地附近的酒店住宿

费用就“一飞冲天”。市场有运营的逻辑，

大型演唱会举办期间，大量粉丝纷至沓

来，住宿需求短期内急剧增加，酒店适度

涨价是市场调节的正常表现。然而，有些

酒店的涨幅，恐怕超过了市场调节的合

理区间，并非单纯的供需紧俏所能解释。

“我们的目的不是卖高价，是为了

控制开票后的退单率……”酒店方涨价

的说辞其实经不住推敲。经验证明：酒

店要是为了防退单，完全可以通过设置

合理的退订规则，如收取一定比例的违

约金来实现，又怎能通过简单粗暴的大

幅提价来达成目的呢？况且，以天价应

对可能的退单风险，本质上是将自身经

营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严重违背了公平

交易原则。

面对酒店涨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但面对极端涨价行为，政

府的宏观调控与监管不可或缺。此前，有

的地方的做法就值得称道，每当要举办

明星演唱会，当地就提前一周启动价格

监测机制，有些地方的文旅部门联合市

场监管部门还发布《关于规范大型演出

活动周边住宿价格的提醒函》，明确要求

酒店房价涨幅不得超过日常均价的多少

比例，且须提前72小时公示调价方案。这

些就是政府控价的示范样本。

“演唱会经济”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

费的重要载体，如果一些城市在举办演

唱会期间，频繁出现酒店哄抬物价等不

良现象，无疑会损害城市的文旅品牌形

象。因此，面对演唱会催生房价“一飞冲

天”，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市场监管机

制，针对大型活动期间酒店等行业的价

格，制定明确的涨幅限制标准，严厉打击

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酒店行业也应强化自律，树立正确

的经营理念和社会责任，不能“坐地起

价”。此外，消费者在面对不合理涨价

时，也要通过合理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只有营造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环

境，“演唱会经济”才能真正成为激活消

费的引擎，“行走的GDP”才算名副其实。

当下，社交平台上“厕评”一词悄然走红。据报

道，一名“厕评”博主的测评覆盖全国30多个城市、

800多个卫生间，从高校、商场到火车站，从空间布

局、设施完备度、异味控制到整体舒适性等多维度

进行全方位分析，为网友提供靠谱的“厕所使用指

南”。这类“厕评”走红，从侧面揭示了公共服务中

新的关注点：公共厕所不再只是单纯满足生理需

求的空间，更关系到使用者的舒适度与体验感，反

映出城市对个体需求的回应程度。

“厕评”热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

实需求。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日

益提高，公共空间的体验感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

要标准。如今，公共厕所更多地承载着人们对舒适、

便捷、卫生环境的期待，细致入微的“厕评”，不仅是

网友的使用指南，还是城市的“文明试纸”，有助于

推动改善公共卫生。

从“厕评”内容看，网友关注的不仅是有无厕纸、

是否干净整洁等基础问题，还涉及厕所的设计是否

人性化、是否具备无障碍设施、能否满足特殊人群的

需求等。例如，一些商场的厕所设置了宽敞的母婴

室，配备婴儿护理台、温奶器等设施，方便带宝宝的

家长使用；部分高校的厕所安装了智能马桶，提升使

用者的舒适体验……这些细节体现了城市相关单位

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对个体需求的关注和尊重。

而且，“厕评”是一种民间评价和社会监督力

量。过去，公共卫生间的评判标准都是由官方制定，

并不能完全契合市民的需求，相关问题的发现与改

进也往往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督查，容易流于表

面、滞后。如今，自媒体时代的每个个体都能成为

“移动的测评仪”，博主们用数据化的评测指标，将

“异味浓度”“排队时长”“无障碍设施完备度”等模

糊体验具象化，更便于对比和发现问题，进而引起

管理者的重视，迅速解决问题，改善卫生状况。

公共厕所是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厕评”则

是城市“文明试纸”之一，用以衡量城市文明进步

的程度，从而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反馈机制。

“厕评”成为城市治理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体现了公众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期待。通过分析

“厕评”内容，治理者能够精准定位公共服务中的

薄弱环节，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和改进，提供

更加精细的治理、更有温度的服务，让“如厕难”变

为“如厕畅”，从“将就用”发展为“舒心用”。

观 点 2025年7月7日 星期一 编辑 何勇海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平时搬钢筋、打混凝土，休息时去北京图书大厦看

书，建筑工人刘诗利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感动网友的

关键。他瘦削的身材、略微佝偻的肩背、黝黑的皮肤，是

长年累月在外劳作的见证，显然他生活不易。但他衣着

整洁，脸上始终带着友善、淳朴的笑容，从内到外都散

发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生活的希望，又让人感到，他精

神世界的丰盈，足以抚慰平凡的人生。

当这位年近六旬的建筑工人，带着满身混凝土气

息走进北京图书大厦时，这个看似平常的阅读场景却

构成了当代中国最动人的文化隐喻。在体力劳动的疲

惫与物质生活的压力下，这位建筑工人用布满老茧的

手翻开书页的瞬间，完成了一次无声的精神宣言——

知识追求是每个生命的权利。

在这个快节奏、物质化的时代，知识的力量常被一

些人忽视，并不成立的“读书无用论”也时有市场。在不

少人眼中，建筑工地与图书大厦仿佛是两个隔绝的世

界：前者是汗水与尘土交织的生存场域；后者是思想与

文字构筑的精神殿堂。然而，刘诗利却打破了这种刻板

印象，用行动证明：求知欲从不被身份、年龄或职业所

禁锢。当钢筋与水泥构筑起城市的骨架，书籍则为心灵

浇筑精神底座。这不仅是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更是

跨越物理空间的精神突围。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

超越困境的价值。

在数字时代的信息洪流中，这位工人的阅读选择

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当碎片化的阅读蚕食着人们的

专注力，当算法推送不断强化着“信息茧房”，他依然保

持着对系统性知识的敬畏与追求。这种阅读态度形成

一种可贵的精神定力，不被浮躁的风气所裹挟。有人

说，网络时代，信息的增加与智慧的成长并不同步。这

位建筑工人选择在休息日沉浸于书海，恰是对抗信息

泛滥与智慧贫乏的无声宣言。他的阅读姿态告诉我们，

真正的知识获取需要时间的沉淀与心灵的专注。

这位建筑工人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或许

正是因为它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唤醒了人们对精

神家园的集体乡愁。在钢筋与书页之间，他搭建起一座

桥梁，连接着生活的重负与心灵的飞翔。这种精神追求

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生命维度的拓展。

如今，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越来越重视文化建

设和全民素质的提升。网友对刘诗利的关注和感动于他

的行为，也表明社会大众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可，

人们希望涌现更多这类热爱读书、积极向上的故事。

当这位建筑工人用粗糙的手指翻开书页时，他不

仅是在阅读文字，更是在书写一种可能的生活样态。在

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劳动者的精神追

求，更有一种跨越物质局限的生命尊严。或许，衡量一

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有多少人拥有万卷藏书，而

在于有多少人像这位建筑工人一样，无论身处何种境

遇，都能保持对知识与思想的本真热爱。

“工地大叔参加北京图书大厦读书会”，这样的新

闻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就在于其所从事的职业和身

份，生活虽是“一地鸡毛”，却仍坚守精神追求，这是让

许多人自愧不如的事。

实际上，像刘诗利这样“脚踩泥泞依然仰望星空”

的劳动者，已经是一个群体。近年来，保洁阿姨、保安大

叔、外卖小哥等因读书而成为网红的新闻，时不时就会

在网上热传，每一次都会感动无数网友。

据报道，2023年5月，在山东德州，有网友拍下一位

公厕保洁阿姨在空闲时坚持读书的一幕，拍摄者介绍：

“阿姨把几个泡沫箱子摞在一起当书桌，书就放在箱子

上阅读”，曾引发广泛关注，“保洁阿姨读书的样子真

美”“向认真读书的保洁阿姨致敬”……

据新华社报道，2024年4月，武汉环卫工人吴翠蓉领

到属于自己的武汉市“最美阅读人”荣誉证书，她小心翼

翼地将其带到新房，放置在书柜的一角。一身橘黄色的环

卫工作服，一顶鸭舌帽，一双纯白运动鞋，温声细语，笑意

盈盈，她用粗糙的手指划过光滑的纸张，爱惜地将书内页

的折角一一捋平。这位环卫工人，过的也是与书结缘、与

书为伴的书香人生，可谓是“手握扫帚，心怀诗书”。

可以说，在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保安大叔、外卖小

哥等户外劳动者中，有不少人是追求“诗和远方”的精

神坚守者。2018年4月，外卖小哥雷海为成为央视《中国

诗词大会》的冠军，他仅有中专学历，却凭借坚持不懈

地阅读，拥有丰富的诗词储备。还有“外卖诗人”王计

兵，三年出4本诗集，发行14万册，一句“赶时间的人没

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写尽外卖员的奔波不易，

也唤起无数劳动者的共情。

无论是吴翠蓉、雷海为、王计兵还是刘诗利，他们

对读书的真挚热爱打动人心，并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证

明：普通劳动者也有精神成长的渴望；再琐碎的生活，

都需要文化的滋养。然而时下，许多人有机会、有能力、

有精力读书却不珍惜。一些人因条件所限，渴望读书却

成为奢望，许多人不珍惜的，恰恰是别人所奢望的。这

才是最值得反思的。

期待刘诗利等人热爱读书的故事，带动更多普通

劳动者爱上书籍，于书海中获得精神滋养，生出面对生

活的更强韧性和更大勇气。更期待每个有条件读书的

人爱上阅读。在阅读资源如此丰富、触手可及的时代，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阅读者。

在网传视频中，当刘诗利摩挲着获赠的新书说“看

书能增长见识、学到本领，不仅对挣钱有帮助，在其他

很多方面也有益处”时，很多人突然明白他为什么坚持

读书了。这句话，揭示出阅读对劳动者的双重意义：既

是提升技能的阶梯，更是守护尊严的盾牌。

保洁阿姨、保安大叔、外卖小哥等群体想要便利甚

至免费读书的需求，应被更多人“看见”。曾有媒体调

查，在这些人群中，阅读需求长期面临着三重壁垒：在

经济成本上，一本书的价格往往会让他们忍痛割爱，故

刘诗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一般只看不买”，自己

经济不宽裕，带书干活也不方便；在时间限制上，高强

度、碎片化的工作节奏挤压了阅读时间；在空间距离

上，远离社区图书馆，让“去书店”成为奢侈。据报道，刘

诗利经常要骑行两小时自行车赶到书店，只为安静地

翻阅那些他买不起的书。

故而，社会关注热爱读书的“工地大叔”，更应关注

这个问题：当一座城市的灯火映照着无数奔波的身影，

如何让书香浸润更多一线劳动者的生活？这应成为各

地的必答题。

各地可以开阔思路、多措并举，让书香抵达“最后

一公里”。可以借鉴山东青岛的经验，当地在劳务市场、

快递站点、物业值班室等处设立智能书柜，促进阅读空

间下沉，打造劳动者的“精神驿站”。还有企业将“爱心

妈妈小屋”延伸为读书角，有单位为偏远劳动站点配置

图书漂流箱，在劳动者聚集区批量设置“微书屋”，配以

舒适座椅，让劳动者的碎片时间化为阅读时光……这

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当一个单位、一座城市愿为平凡的一线劳动者铺

就“书香小径”，我们便能在脚手架与外卖车之间，看见

文明最坚韧的根系。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

国高校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来自

163 所高校的学生填写的有效问卷 1389

份，结果显示，89.27%的受访者认为高校

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81.19%的受访

者表示，若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自己愿

意选修。

近九成大学生期待高校开设生活常

识课程，折射出“大学生生活常识不足”

的现实。作为即将步入职场和社会的一

员，不少大学生拥有高文凭，也掌握了不

少专业知识，可是，除了具备衣食住行等

最基本的生活知识，其他生活常识却极

度匮乏。

拿租房来说，从媒体调查的情况看，

由于在租房方面的基本常识不足，以及

不熟悉市场行情，一些大学生容易遭遇

房东恶意抬价；不了解水电收费标准，也

常导致结算纠纷；租房时没有注意合同

条款，最后房屋出现问题，中介却拒绝维

修房子，不仅损失了押金，还耗费了大量

的精力。拿防诈骗来说，一些大学生刚步

入社会，就成为被诈骗的对象，皆因缺乏

某些生活常识，不能作出理性判断和正

确选择。凡此种种，足见当代大学生缺乏

生活常识到了何种程度。

究其原因，还在于在现行教育体系

下，大学生们从一开始就把学习放在首

位，而生活上的事则由父母包办，他们根

本没有机会接触社会，通过实践了解更

多生活知识，学习更多生活技能。而学校

则把课业放在首位，许多学校都没有开

办生活常识方面的课程。

然而进入社会后，独立生活就会成

为所有大学生共同面临的考验，具备一

定的生活常识也就变得不可或缺。高比

例的大学生期待高校开设生活常识课

程，正是具有强烈需求的体现。近年来，

一些高校顺势而为，比如 2024 年，南京

传媒学院在新学期为学生开设了一门名

为《大学生生活指南》的选修课，课程内

容包括“医院看病具体流程”“做饭的基

本逻辑”“租房注意事项”等生活常识，引

发关注。

高校开设生活常识课重要且必要，

不过，却并非解决问题的优先选择。掌握

生活常识非一日之功，需要日积月累。正

如素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作为综合

素质内容之一的生活常识，自然也需要

“从小抓起”，让每个孩子从小接触和了

解生活，如此获得的生活常识才会更持

久。否则，为教而教的高校生活常识课，

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每个人的生活常识源于生活，生活

常识教育并非某一个责任主体的责任，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进行系统性教育。

家长的引导、社会的教导，才能让学校的

教育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高校开生活常识课只是次优选择
◎ 唐伟

“厕评”不仅是使用指南，还是“文明试纸”
◎ 江德斌

演唱会不该催生酒店房价“一飞冲天”
◎ 樊树林

医美博主顶着“专家”头衔推荐项目，却拿不出资质证明；财经“大V”分析市场

趋势，实则“满嘴跑火车”；某些机构批量起“素人号”，进行统一运营……如今越来

越多人上网寻求专业建议，这给了部分人“李鬼扮李逵”甚至借机造谣传谣的可乘

之机。中央网信办2025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特别强调整治“自媒体”发布的不实

信息，尤其是干扰舆论、误导公众，不做信息标注、内容以假乱真，缺失资质、提供

“伪专业”信息等问题。各平台、各领域相关部门等，应探索全方位的治理手段，防范

网上形形色色的、“伪专业”的“砖家”们。 王怀申文／图

深思

普通劳动者读书何时不再是新闻
◎ 杨方

呼吁

为每位一线劳动者铺就“书香小径”
◎ 董宏达

赞赏

在钢筋与书页间攀登精神高峰
◎ 刘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