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有两则新闻看得人心里暖暖的：一则是华东

政法大学女生公寓有了一间设施完善的保洁员就餐

室；还有一则出现在瑞金医院的电梯里，那里有一位

被叫做“小太阳”的电梯司机，在按钮间逗大家一笑：

“别把我当扶手哈，上次被人扶了一路！”大家来到医

院总是焦虑紧张，但她的幽默却让人们紧绷的神经松

弛下来。

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本质上都在修正某种“错

位”。过去我们默认保洁员在厕所休息，医院是愁云

惨雾的场所，却忘了这些默认的背后，藏着多少被折

叠的尊严和叹息。

我们总把食堂打饭阿姨、楼道清洁工当作“背景

墙”，就像游戏里重复固定台词的NPC。但现实不是

虚拟世界，那个总问你“同学要什么菜”的阿姨，家里

可能有正在高考的孩子；电梯里为你按下按钮的工作

人员，或许刚处理完不顺心的事。当我们停下脚步，

看见具体的人，那些“背景墙”就开始松动。

因为善意和关怀，“背景墙”里开始有了温度。在

华政女寝的保洁员就餐室里，桌椅、冰箱、空调、微波

炉等设施一应俱全。此外，已有地方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让每一个努力奔跑的奋斗者都能被看见、被

关爱、受尊重”。而瑞金医院的电梯里则是另一种善

意。那位被称作“小太阳”的电梯司机，每天要在轿厢

里往返数百次，却在机械的升降中注入人情味。

前阵子网上流行过“NPC文学”，许多人自嘲每

天三点一线，像游戏里按程序运行的配角。但现实中

真正的NPC困境，不是重复的生活轨迹，而是把彼此

都物化成背景板。当我们默认保洁员蜷在工具间吃

饭时，何尝不是给自己套上了“主角思维”的枷锁——

总觉得别人的困顿与己无关。

事实上，那些为保洁员争取休息室的年轻人，恰

恰打破了这种无视。他们列出的清单看似琐碎：储物

柜要带锁扣、折叠床得加软垫、微波炉功率不能太

小。这种较真，本质上是在拒绝成为“冷漠的NPC”：

不把他人当作没有痛感的程序，也不放任自己沦为只

会复读“现实就是这样”的麻木看客。就像游戏里的

NPC虽然无法改变主线剧情，但耕作的村民、打铁的

铁匠，都在用存在本身丰富着世界。

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给储物柜贴上名字、

在电梯里播撒笑声时，是在告诉每个曾被忽略的“小

角色”：你的疲惫值得被安放，你的温度能够被感知。

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成不了改变世界的主角，但至少

可以不做冷漠的NPC——看见那个蹲在消防通道吃

饭的身影，就递上一把椅子；听到电梯里机械的楼层

播报，就回馈一句真诚的“谢谢”。这些微小的互动，

终将让所有“配角”的故事都生长出属于自己的主线

剧情。

当某个群体的困顿被看见、被共情、被改变时，整

个社会的尊严地基就坚实了一分。从厕所隔间到电

梯轿厢，这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角落，因为关怀，正生

长出属于所有人的体面。

从不起眼的角落，看见具体的人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陈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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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差评最多的外卖员”，送外卖7年，摔

坏6辆车，杭州女骑手文景近来在网络上感动了许多

人。尽管身患先天性脑瘫，但她坚守外卖岗位，7年

里送出73000多单，自力更生撑起了家庭，上演了一

幕现实版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据文景自己介绍，出生时脐带绕脖，导致先天性脑

瘫。走路时身体不自觉地晃动，讲话时面部表情不自

然，但骑行起来却很流畅，这让她找到了就业的希望。

虽然第一次送单就花了一个小时，赚了5元钱，却让文

景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为了赶上普通骑手的

业绩，文景平均每天工作约12小时，7年来摔坏了6辆

车，可每辆车都见证了她与失衡身体的对抗。

今年30岁的文景已经对附近的商家布局、用户住

宅区及道路十分熟悉。虽然她觉得自己“是差评最多

的外卖员”，但根据平台给出的数据，她送餐超时不多，

7年来差评率仅为0.05%，属于骑手中的正常水平。

平台对她接的所有差评订单都免责，还提供一辆适合

她骑行的全新电动车，给文景带去了就业安全感。

“身体并不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海

伦·凯勒的名言不是无奈的喟叹，而是积极追光的决

心。4年前，也有一位身患脑瘫的外卖小哥因为操作

失误受罚，可当许多网友出于同情想给他打赏时却被

他拒绝了，“我只想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如今的文景

在送外卖之余，也开直播与网友分享生活，“我就是想

让我儿子看到，妈妈很棒，在闪闪发光”。摇晃的步

伐，却走出了坚定；跌撞的身影，活出自己的精彩，这

就是他们人生的光束，是他们塑造的价值。一位网友

评论说，“别再用脑瘫、弱智这些生理缺陷骂人了，这

是基本的底线。”

根据中国残联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残疾人约

8500万，而截至目前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达912.6

万。就业对于残障群体而言不只是生存所需，更是

尊严所系。支持残障人士自食其力，是对他们最深

情的守护。2024年12月31日，中国残联等9部门

联合印发推进科技助残的指导意见，加大助残科技

研发力度，突出让人工智能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

途径。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设立无障碍岗位。例

如，数据标注师为视障人士带来了就业新选择，打造

无声直播间助力听障人士就业。当社会能系统性消

除就业歧视、完善辅助支持、推动技术适配，将帮助更

多像文景这样的残障人士从“被救助者”变为“价值创

造者”，从“顽强生存”走向有尊严的生活。

文景的故事没有悲情渲染，只有平实的坚持，残障

群体需要的不是俯视的怜悯，而是平视的尊重。文景

常说“我和大家没什么不同，都在努力生活，只是走得

慢了一些”，我们在为文景带来的正能量感动的同时，

要更加致力于用平等的目光消弭障碍，用文明的刻度

展现社会的温度，帮助更多的“文景”“骑”得更稳些。

“差评最多的”女骑士，有劳动者最美的尊严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张逸麟】

繁花似锦的春天，正是传统的踏青好时节。弓弩上

弦，刀剑出鞘，全国各地文旅部门也挽起袖子，纷纷开始整

活儿。相比于传统的吆喝，现在的文旅部门，可不甘于走

那些寻常路，脑洞大开的创意层出不穷，让人大开眼界。

山东潍坊是风筝之乡，现在看更像是幽默之乡。

搞风筝秀、风筝比赛，是当地的传统。第42届潍坊国

际风筝会开幕时，很多人被今年天上飞的风筝，笑得

差点下巴脱臼。这些风筝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显眼

包”。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动物风筝，已经

算是保守的；吃的瓜子、开心果，跑的电动车、三轮车

甚至中欧班列大火车，也都一窝蜂冲上了天空；更无

厘头的是，还有人把一个大大的“姨”字也放飞了，不

知道回家会不会被大姨拧耳朵做规矩。有人调侃说，

只要给潍坊人一根线，就能把全世界都放上天。

最近，上海国际花展也开幕了。这场跨越24天

的花草盛事，走出了传统的办展地上海植物园，走到

了全市各个角落，设定了“2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

15个城市主题节点”的模式，主打一个“抬头不见低

头见”。更重要的是，上海美美的花花草草很优雅，没

走搞笑路线，但它就像开通了物联网，“花草能连万

物”——将赏花与各种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串联了

起来。古风市集、咖啡市集甚至相亲、马拉松，都被囊

括进来，就像一碗春天的腌笃鲜，让人欲罢不能。

无论是走搞笑路线，还是走优雅路线，都引来游

人无数。古人早就知道，春光莫辜负。一生堪称颠沛

流离的韦庄，到了春天也要写“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豪放派的辛弃疾，看到春天的桃李杨柳也变温柔，写

下“唤取笙歌烂熳游，且莫管闲愁”；更别提走到哪儿

玩到哪儿的“吃货”苏东坡了，写个春天也不忘“蒌蒿

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当下的年轻人，娱乐

条件相比于古人要丰富太多了，那自然更是一定要在

学习工作之余，好好溜达一番的。

大众有“消费春光”的冲动，就更需要文旅部门好

好动动脑筋去推介。单纯“用眼看”，既让游人不过

瘾，也让GDP统计部门不过瘾。众所周知，国家正在

推“文旅+”的概念，文旅商体展的大融合正在成为潮

流。融合不是一锅乱炖，而是靠脑洞创意胜出。可喜

的是，当下各地的文旅部门都“卷”了起来，结合自家

定位和特色，发掘了很多受年轻人欢迎的好创意。这

些能快速传播的好创意，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的丰富

度和新鲜度，既让大家感受到这人间的快乐，又能刺

激消费拉动内需，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弥足珍贵。

我们欢迎这样的“卷”，也期待更多的文旅部门能

集思广益，充分开发年轻人的“新点子”，多点脑洞，让

更多的山河之美、人文景观呈现在我们的春日出行

“菜单”中。

当文旅花式整活，春天的“含糖量”都升高了
【文/青年报·青春上海评论员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