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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合理的加班要求，他
们拎包走人；遭遇无薪试岗，他们
仲裁公司；被要求向领导敬酒，他
们端起饮料……“00后整顿职场”
一度成为各大社交平台的热门话
题。“整顿文化”流行背后折射出
新一代年轻人怎样的思维模式、
就业观念和发展诉求？

“整顿职场”
体现年轻人高质量就业诉求
“00 后”正从校园走向职场，

这批20多岁的年轻人成为“整顿
职场”的代表，这与这代人的成长
背景、个性特征和择业观念相
关。相较过去，如今物质生活更
为丰富，一部分年轻人有家庭支
撑，“生存”并不构成太大压力；随
着婚育时间推迟，这一代年轻人
暂时无须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也无须背负养育子女的压力，可
以承担因“整顿职场”而职场受挫
的风险。

年轻人的择业观念呈现明显
的自主性与多元化特征，更关注
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职场上希望
被尊重、重视和认可的高质量就业
诉求更加强烈。这一届年轻人认
为无论上下级都有平等的人格权
利，获得平视的期望也体现在其他

“整顿行为”中，比如年轻人拒绝
酒桌上的低俗玩笑和强行劝酒。

整到职场人心坎里了
探究“00后整顿职场”话题的

成因，背后真实存在一个需要“整
顿”的职场，比如职场中不合理的
长时间无偿加班、不断打压和否
定的霸凌式领导、过度崇尚竞争
的狼性文化……无一不严重损害
职工身心健康。

新一代职场人对职场生态的
老问题有什么招？法治理念进步
促进了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年
轻人不再一味妥协与适应，而是
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

益。此前一名“00后”因被领导
爆粗辱骂后迟迟等不到道歉，一怒
之下将领导告上法庭，要求其公开
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最终，该

“00后”获得法院支持获赔100元。
“00后”在成长过程中和网络

社会无缝对接，乐于在网络空间
中探索和分享，发帖与陌生人交
流是熟悉的表达方式。年轻人能
够接收到各类职场信息和成功维
权案例，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也能
够敏锐地察觉到自身所受的不公
正待遇，并勇于挑战职场权威，并
在互联网上分享传播自己的经
验，这进一步引起广大职场人的
共鸣。
整顿职场不能把自己“整没了”

最初，“00 后整顿职场”话题
指向新一代职场人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冲劲。然而，网民逐渐从最
初的“喜闻乐见”变为怀疑，质疑
这不过是一场虚假的网络狂欢。

各类营销号放大与炒作，甚
至通过伪造聊天记录、编造“整顿
职场爽文”博眼球、引流量。逐渐
地，在网络平台上，“00后”变成怼
天怼地的刺头、随时会爆炸的炸
药包，“整顿职场”成为“低情商”
的代名词。

同时，部分年轻人对网络剧
本信以为真，随意跟风裸辞，将和
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视为真性
情，人们不禁质疑“整顿职场”只
是部分人的情绪发泄，不仅不能
净化职场生态，反而阻碍年轻人
的职业成长。

“00后整顿职场”可以作为调
侃的话题缓解年轻人的职场压
力，但是不能以此挑动年轻人对
职场的抵抗情绪。年轻人也需要
形成对自我的正确认知，通过积
极参与就业实践，对个人就业能
力、角色定位、个人需求与发展目
标等方面形成正确判断。不轻
信、模仿营销号吸引流量的“整顿
爽文”，年轻人可以更灵活处理工
作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从而适
应自己的发展规划。

职场应是年轻人成长成才的
舞台，借“整顿职场”话题可推动
不同代际共同重塑良好职场环
境。当下，构建更公平更健康的
职场关系，企业和单位应当建立
和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倡
导理性对话、良性互动，最大限度
地尊重、维护、保障劳动者权益，
重塑现代企业文化，打造发展共
同体、价值共同体。 新华社电

怎么看“00后整顿职场”话题

记者6月26日从海南省纪委
监委获悉，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
纪委监委通报了 3 起教育领域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
案例。案涉 3 所学校的 3 名校长
和1名副校长，均与学校食堂运营
管理有关。

其中，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
中学校长黄金富，滥用职权，帮助
他人承揽食堂委托经营管理项目
并收受礼金。2021年8月至2022
年春节，黄金富不按照规定履行
国有资产出租流程，帮助他人承
揽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项目并
收受礼金。黄金富还存在其他违

纪问题。2024年6月，黄金富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
以收缴。

乐东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小
学校长张柘，滥用职权，帮助他人
承揽食堂委托经营管理项目并收
受礼品。2023年8月至2024年春
节，张柘滥用职权插手干预学校
食堂项目招投标工作，帮助他人
承揽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项目
并收受其所送礼品。张柘还存在
其他违纪问题。2024年6月，张柘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
得予以收缴。

乐东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初

级中学校长张祥、副校长加拥
军，不正确履职，导致学生被多
收取餐费。2022年12月，加拥军
利用职务便利，违规选择招标代
理公司，帮助他人中标学校食堂
委托经营管理项目。该中标公司
未按照合同约定履约，短时间内
2 次违规提高学生用餐费用，致
使学生被多收取餐费近 60 万元。
张祥、加拥军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2024 年6月，张祥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加拥军受到
政务记大过处分，违法所得予以
没收。多收取的餐费已全部退还
相关学生。 新华社电

一段时间以来，“消失的课间10分钟”“厕所社交”“能不能玩萝卜刀”等
有关学生社交游戏、体育活动等话题屡屡挑动大众神经，这背后，是学校承
担着越来越重的安全责任。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众多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
者反映：学校往往承担着“无限责任”，大家都“生怕孩子在学校出事，一出事
就是学校的问题”。

学生学生““伤不起伤不起””，，学校越来越学校越来越““胆小胆小””

记者采访多位中小学校长、教师了解到，由于责任分担机制不明晰，“伤
不起”现象长期困扰学校。

前段时间，在东部省份某小学，一名学生下课玩耍时跳起来摸门框，碰
巧其他同学关门，因此眼眶受伤。“本来责任应各自承担一半，但受伤的孩子
家长硬要对方全责，还威胁说要告学校。”班主任告诉记者，家长认为孩子只
要在校内受伤，学校就有责任，应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

除了在校内发生的、直接与学校有关的事故，还有与学校无关的事，有
个别家长也将责任归咎于学校，要求学校赔偿。

在采访时，西部一位基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一件事：当地此前曾
有一名学生在家中轻生，警方介入调查后排除他杀。学生家长在整理遗物
时发现，5年前，这名学生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某位老师。随后，家长以
此为理由，向学校索赔。为平息事件，学校最终不得不赔偿了15万元。

学生走路不慎扭伤了脚，上体育课不慎擦破了皮，参加运动会扭伤了
腰……在校园中，即使安全工作做得再细致、再扎实，也难以完全规避意外发生。

多名教师反映，出于安全考虑，学校要求孩子们下课期间不能冲跑，高楼
层学生课间尽量少下楼玩，同时篮球、足球等对抗性体育活动组织频次降低。

“体育锻炼以跑步、跳绳、羽毛球等柔性活动为主。”江西一小学班主任说。
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者，孩子们能走出校园探索的机会本就不多，

目前学校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加强保障，但仍然很担心学生在校外研学时
意外受伤，举办此类活动越来越“胆小”。

教师变教师变““安全员安全员””，，““安全形式主义安全形式主义””抬头抬头

随着近年来校园安全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不少地方将安
全管理任务向学校加压，甚至催生出“安全形式主义”苗头。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地方在校园安全管理过程中“重形式、轻内容”，一
些政策在落地执行中扭曲变形。

2023年11月，广东湛江市徐闻县一小学要求所有学生戴头盔上下学，
“连走路、坐小车的也要戴”，此事引发舆论争议。徐闻县教育局回应称，“戴
头盔进校园”的对象是乘坐摩托车或电动车的学生及家长，该校在推广过程
中要求“过于严格”，已通知学校进行整改。还有教师反映，寒暑假学校里没
有学生，但安全检查还是要照常进行；一个学校出现安全事件，所有学校都
要“吃药”。

此外，不少学校安全教育“走过场”，难以入脑入心。西南地区一初中班
主任说，学校通常会制作一些安全主题的PPT，让班主任展示给学生看并拍
照上传，“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当个背景，拍完照就不管了”。

一些基层教师反映，现在不仅要教学生知识，肩上的“安全担子”也越来
越重，甚至挤压了正常教学活动时间。

在山西某学校，教师需课间轮班站岗守卫安全，让本就任务繁重的科任
老师苦不堪言：“教室里站着讲完课、走到楼道接着站，接近满课时基本要站
一天。”

一名受访教师无奈地说，学校前段时间规定，学生发生安全事件，不管
是否在校内，班主任都得承担责任，年终考核直接降到最低等，自己现在面
对学生的安全问题每天都“担惊受怕”，连孩子们上下楼梯也要时刻盯紧。

安全锁链安全锁链““捆捆””住了谁住了谁？？

面对持续增压的校园安全责任，除了一些学校出现的“课间圈养”现象，
近几年部分学校体育课课时减少，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被取消，学生的活
动时间一再被压缩。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徐银波介绍，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发生
学生安全事件时，校方是否承担责任，关键看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但基
层反映，当前存在学校问责泛化或从重的现象。

多名受访对象指出，“无限责任”会束缚学校的手脚，甚至导致学校采取
如“课间圈养”等违背基本教学规律的举措，最终影响的还是学生身心健康。

目前，已有多地针对校园安全管理出台政策举措。例如福建推行中小
学校方责任保险，并加强学校安全意识和安全教育；重庆将推进校园硬质防
冲撞设施建设纳入2024年校园安全保卫重点目标任务，筑牢校园安全第一
道防线。

受访教育人士认为，学校要承担安全责任，但不能被无限放大。应综合
施策优化校园安全管理，帮助校长们卸下心头沉重的包袱。

一是适度给学校“松绑”。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呼吁，将学校从“无限责
任”中解脱出来，加强校家社协同，广泛开展安全教育，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
管理能力，引导社会对学生在校行为形成正确的安全观和责任观，释放学校
发展活力。

二是健全风险分担机制。福建泉州晋光小学校长曾旭晴等表示，根据
统一招投标标准，当前校方责任保险主险为每生每年保费5元，附加校方无
过失责任险每生每年保费3元。建议提高校方安全责任险的标准，让保险
覆盖面更广、赔偿力度更大。同时，学校还需持续在日常管理中形成更加规
范健全的安全预案和应急管理机制。

三是科学划分安全责任。徐银波等建议，司法部门可就校园侵权责任
案件公示一批指导性判例，联合教育主管部门等进校园普法，进一步厘清安
全责任划分边界，引导基层学校依据法律法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新华社电

学生“伤不起”，学校越来越“胆小”

如何看待校园如何看待校园““无限责任无限责任””？？

海南4名校长被处分均与学校食堂运营管理有关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
者郭宇靖）6月26日，北京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中国人民银
行北京市分行等多部门发布《关
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实施
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和利率下限，调整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
求，提高购买绿色建筑等住房的公
积金贷款额度，组织开展住房“以
旧换新”活动等政策措施。

在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方面，购
买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将调整
为不低于20%，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
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4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

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3.5%。
购买二套住房则按照五环内

外划分，其中位于五环以内的，最
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5%，
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
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房贷
利率下限目前为3.9%；位于五环以
外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
于30%，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
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2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
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3.7%。

通知还提出支持多子女家庭
改善性住房需求，对北京市户籍
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购买
第二套住房的，在个人住房贷款
中将认定为首套住房。

此外，北京还将支持使用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星级及以上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或超低能
耗建筑，并给予上浮贷款额度支
持，最高可上浮40万元。

在开展住房“以旧换新”活动
方面，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房地
产中介行业协会将搭建对接平
台，鼓励更多开发企业、经纪机构
参与，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对居民家庭出售旧房购买新
房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优先推动
旧房交易，旧房成功出售后，相关
订金转为购买新房的首付款；如
在一定时期内未能成功出售的，
开发企业无条件退还订金。

上述政策自2024年6月27日
起施行。

北京首套房首付比例最低降至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