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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45岁不能卖菜的规定太奇葩
□ 苑广阔

近 日 ，武 汉 市

江岸区吉庆街胜利

菜场正在进行升级

改 造 ，但 工 地 张 贴

的《入驻须知》上却

要求女摊贩年龄不

能 超 过 45 岁 ，男 摊

贩 不 能 超 过 50 岁 。

这让不少商贩议论

纷 纷 ，他 们 担 心 失

去 生 计 。 23 日 下

午，社区、街道和市

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来 到 现 场 ，对 张 贴

的 公 示 进 行 遮 挡 ，

并责令企业立即整改。（10月 24日

《楚天都市报》）

公告一出，舆论哗然，不仅仅是

这家菜市场的经营摊贩们炸了锅，连

全国各地的网友也纷纷表示不能接

受。不知如此奇葩规定是怎么做出

的？按照菜市场承包经营管理方的

说法，主要是考虑到菜市场很多工作

需要搬上搬下，超龄商贩身体可能承

受不了工作风险。

表面看来，这是为了商贩自己

好，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哪里不对。

一方面，谁说男的过了 50 岁、女的过

了 45 岁，就搬不动蔬菜、生鲜等农副

土特产品了？即便一个人搬不动，人

家不会两个人一起搬？菜市场的经

营户本来很多都是夫妻档、父子档、

母子档等等。另一方面，菜市场很多

经营户十几年、几十年以此为生，而

四五十岁，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年纪，你不给人家卖菜了，让人家去

干什么？他们的生计问题如何解决？

绝大多数菜市场的经营者，主要

就是个体摊贩，按照自负盈亏的经营

原则，只要他们遵循菜场管理方的相

关管理要求，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

权利。同时因为卖菜的进入门槛相对

较低，从业者年龄分布跨度大，恰恰是

摊贩群体的重要特征。如果有人因为

年龄、身体等原因而导致无法胜任卖

菜的工作，那么他们自然会自己选择

退出，根本无须管理方去操这份心。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得不提，那

就是受到持续将近一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很多行业都受到了极大

的冲击，导致很多劳动者收入减少。

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有父母、老人在

菜市场卖菜，反而成了整个家庭一份

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帮助家庭渡过

眼前的“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来

说，菜市场也不应该简单粗暴地规定

超过多少岁就不能卖菜。

02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
2020年10月26日 星期一编辑吴承江 组版方 芳 校对陈文彪星眼

“适老化家电”
满足老人生活智能化需求

□ 胡建兵
非常道

年轻一代储蓄率明显下调
有些人借债过度消费令人担忧

10 月 24 日，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

原行长周小川称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

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

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

率会进一步地调整。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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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开放公共体育设施
助力青少年更健康

□刘天放

在我国，老年人

已经成为家电产品

最重要的消费群体

和 使 用 群 体 之 一 。

但记者调查发现，虽

然有些家电产品为

老年消费者带来了

生活的便利，但仍有

不少产品对于老年人来说，在易用

性、健康舒适性等方面难以满足他们

的需求。（10月24日新华网）

越来越多的电器使用按键、触摸

控制和 LED 显示屏代替了以往不需

过多依赖视觉即可正确操作的老式

旋转式操控方式。大尺寸液晶电视

前，老人却不知如何用遥控器切换平

台；新款微波炉十多个按键，除加热

功能外，还带有煲粥、煲汤、烤肉等多

种功能，老人一旦按错了，会把食品

搞坏了，吃不成了；全自动洗衣机十

余项功能，多半只能当成摆设……家

电“智能化”，但操作复杂、功能繁多，

让许多老人无从下手，一旦误操作，

产生安全问题等危险，许多智能化产

品不能满足“适老化”需求。

电器生产企业应推出各种智能

家电的简化版，功能简洁实用，使用

更方便些，争取让老年人可以“一键

通”。家电产品要增加为老年人设计

的语音提示、到时提醒、声音控制等

多种贴心服务的功能，让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更加智能化。“适老化电器”是

把产品做得简单易用，而不是把产品

做成低端。原先需要五六个步骤才

能选明白的功能，老年人只需要一两

个步骤就能选明白。“老人电视”的遥

控器按键不宜太小，从老年人实际需

求出发，就能找到智能家电与“适老

化”的契合点，满足老年群体对智能

家电的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适老

化电器”市场，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

老年人不是不能接受智能家电

产品为何物，而是因其在使用家电上

有着自身的特点。老年型家电应有

别于一般家电产品，老年型家电应当

安全、健康、智能、经济。家电企业应

致力开发真正“适老化”智能家电产

品，推出功能少但操作简便，或者推

出专为老年人而设计的语音提示、定

时提醒、声音控制等多种服务功能的

家电产品，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实现

真正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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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个小目标，幸福感更高
瑞士一项研究证实，设置“够一够就能实现”

的小目标确实可以大幅提升未来生活的幸福

感。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心理学研究人员发现，无

论是中青年人还是老年人，设定了可操作性强、

实现概率高的“小”目标的参试者对生活满意度

明显较高，容易达成的小目标增加了人们对生活

的可控感。 @生命时报

未来，我国将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

费向儿童青少年开放，支持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

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儿童青少年开放。为破解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难题，10 月 23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10月24日

《北京日报》）

六部门发文，公共体育设施有望免费向儿童

青少年开放，此消息令人期待。近年来，由于儿童

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加之

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普及等因素，儿童青少年营

养不均衡、身体活动不足的现象广泛存在。而公

共体育设施有望免费向儿童青少年开放，必将有

效弥补青少年体育活动场所不足的短板。

早在 2017 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

发的《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

意见》就明确，公办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

放体育场馆，鼓励民办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

馆。学校体育场馆根据不同对象可采取免费、优

惠或有偿方式开放。同时明确了学校体育场馆应

当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学生开放，公办学校要

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鼓励民办学

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

然而，各地对通知精神贯彻得并不是很到

位，公共体育设施由于安全和管理等原因，一直对

此动力不足，即便不是免费而是有偿开放，积极性

也不高。众所周知，公共体育场馆向青少年开放，

既能缓解公共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又使公共体

育设施最大化服务于社会。只要管理到位，开放

没有任何障碍可言。

儿童青少年体质是事关其健康成长的大事，

而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向儿童青少年

开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目前各方面条件也已经

成熟，不能再等再拖下去了。国家多次重申体育

与德育、智育、美育的关系，多次出台各种文件加

以督促。但重视学生体质，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

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上。希望本次开放公共体育设

施，助力青少年更健康的措施能够被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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