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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里
话 外

近年来，上门经济形态出现，
上门喂宠、上门代厨等新兴经济
形态在给消费者带来便捷生活体
验的同时，服务质量、人身财产及

隐私安全等问题也受到关注。火爆的上门经济也
有“成长的烦恼”。

上门经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物，形态多样，
有上门喂宠、上门代厨、上门家教、上门按摩、上门
美容等多种。上门经济满足了多元细分的消费需
求，符合未来消费升级趋势，也有利于激发消费潜
力。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上门经济，
此前还有诸如“代经济”、跑腿经济，比如代驾、代
购、代送文件、代人挂号排队、寻医买药等等。这
样的经济形态能够节省消费者时间，满足消费者
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让客户与代理人各取
所需。如果规范发展，这些经济形态能够真正成
为一种服务新业态，实现消费者与业态的“共赢”。

但就像其他新业态一样，上门经济发展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欠缺相应的发展规范。就拿上门
代厨举例，比如在传统家政行业，家政服务员需要
持岗前培训证书上岗，家政企业也会购买保险，一
旦出现问题或家政服务员给雇主造成损失，可由
保险公司理赔。但现在的上门代厨人员多为“游
击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人为他们买
保险。此外，《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
办法》明确不允许患有传染病的人员从事餐饮业，
而不少私厨没有相应的健康证明，这就存在食品
安全隐患，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虽然
有人组建了代厨团队，但同样也欠缺相应的规范，
处于“草创阶段”。

此外，上门经济还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另外，出现故意或过失导致的侵权现象怎
么处理？个人隐私安全怎么保护？收费标准不
一，引发纠纷怎么办？把上门服务人员引进门，又
如何保证这些上门服务人员的安全可靠？这些问
题都还有待解决。

上门经济蓬勃发展，且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上门经济的引导规范不能滞后，监管要能及
时跟上，以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对此，要对上门经
济设置必要的准入门槛，把不安全因素拒之门
外。有必要制订相应的行业标准，相关部门要能
加强监管，促进行业步入正轨。上门服务平台要
履行好管理责任，比如要建立健全合同制度，完善
投诉及评价机制，要对上门服务团队及人员的资
质进行严格把关等。通过制度完善保障好消费者
及服务提供者双方的合法权益。

（据《北京青年报》常德）

近日，石家庄一家板面快餐店推出一款板面超级豪华套餐，标价 20198 元，其中包含海
参、鲍鱼和牛肉、松茸菌等食材，需提前 10 天预订，定金 10000 元。其实，店家主打的还是
低价位的面。只要菜品明码标价、真材实料就不违法，但两万多一碗的面，估计也只能用
来撑撑门面。 （据《北京晚报》李嘉）

●行人斑马线玩手机要罚款，真不是小题大做
——近日，《厦门经济特区斑马线安全管

理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拟规
定，行人不得在斑马线上浏览手持电子设备，
如 因 此 妨 碍 车 辆 通 行 ，可 能 被 处 以 50 元 罚
款。新京报认为，交通安全无小事，须臾片刻
不可松。

●“隐孕”不应成为职场女性的无奈选择
——最近有媒体报道，杭州一企业职工怀

孕后，担心被降薪、辞退等，并没与公司及同事

分享喜讯，而是选择隐瞒。浙江法治报
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
监管力度。

●把“掉”入手机里的乡村少年救出来
——近日，武汉大学某课题组对外发

布的报告显示，在调研的中部省份中，有九
成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使用专属手机或者长
辈的手机玩游戏或看短视频。人民网称，
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工作不能松懈。

据《楚天都市报》

对火爆的上门经济
要严格“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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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开农家乐、办民宿、弄
采摘园，打造周边休闲旅游好去
处；有的收发快递、直播带货，成
为村镇集市人气最旺的地方；有

的开小超市、修理店、家庭作坊，服务当地生产
生活……在不少乡村，农家“庭院经济”承担多
样功能，演绎多彩角色。

今年，“庭院经济”首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
经济”。此前，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也印
发了《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
济的指导意见》，将“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纳入推
动乡村振兴的部署范畴。

何谓“庭院经济”？简言之，庭院经济就是农民

利用自有院落空间和资源发展特色种植等业态的
经济模式。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五亩之宅,树之以
桑，五十者可衣帛矣”，可见，于自家房前屋后开展
些种植、养殖类的生产活动在古代早已有之。之所
以在今天“重提”庭院经济、将其摆在前台位置，关
键原因就在于其能唤醒“沉睡”的资源，在盘活劳动
力、闲置土地等要素方面拥有一定的潜力。庭院虽
只是“方寸之地”，但用处可不小。依托这个小小的
院落空间，一则优化了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了经济
效益，二则帮助农民创业增收、拓展致富渠道。在
此基础上，由点及面、由户到村展开，有助于撬动乡
村产业发展，激活乡村自我发展内生动力。

不过，也要看到，与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
成熟生产模式不同的是，庭院经济虽自由准入、更

为灵活，但基本由一个个体量小的“散户”经营，多
属“小打小闹”。要从自给自足的农作物转为可流
通的商品、从“小而精”走向“广而深”，如何与市场
有效对接就成了当下发展庭院经济一个无法回避
的问题。对此，小小庭院要撬动“大市场”还需充
分盘活资源存量、做好增量文章。一方面要拓展
广度，在传统的养殖、种植模式基础上开发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等新模式、新业态，形成产业发展协
同效应；另一方面要挖潜深度，立足原有资源禀
赋、做足做精农产品深加工，不断提升农产品及其
服务附加值。

用好院落小天地、撬动产业大发展，让庭院
“方寸地”开出“致富花”、结出“振兴果”。

（据《广州日报》付迎红）

盘活“方寸地”开出“致富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