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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摄像头就能解决问题吗？“光
靠一个摄像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北京京旷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清源说，
既然现在不少雇主家选择安装摄像
头，那么在服务合同签订前，家政公
司应当充分发挥“中间人”的作用，提
醒雇主、育儿嫂沟通摄像头事宜，提

前把细节沟通清楚，防止出现“信任
危机”。

此外，家政公司应当有更多措施来
规范育儿嫂服务，比如，制定明确的服
务标准和规范，建立培训与考核机制，
强化管理与监督机制。

刘清源同时提醒，虽然安装摄像头

可能有助于监控家庭成员安全，但也可
能引发新的安全隐患。例如，摄像头可
能被黑客入侵，导致家庭隐私泄露。因
此，在安装摄像头时，需要确保设备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

（文中雇主皆为化名）
据《北京晚报》

不放心育儿嫂单独看娃 雇主安装摄像头引发讨论

家有育儿嫂 该不该装监控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新上周出了月子，考虑到自己身体还

没完全恢复、爱人工作比较忙、父母也都血压高，她想请个育儿嫂
来照顾宝宝。

张新刚把这个想法告诉闺蜜，她们全都提醒说：“现在育儿嫂
单独带娃出事儿的可不少，要是真决定请，家里最好装个监控。”

装监控？这是在制造焦虑吗？记者采访发现，如今越来越多
有育儿嫂的家庭选择在室内装摄像头。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
示，雇主与育儿嫂应当提前把细节沟通清楚，以免出现“信任危
机”，家政公司也应当有更多措施规范服务。

张新经过多方对比，最终在一家成
立多年、口碑不错的家政公司选了一位
育儿嫂——李阿姨。李阿姨上户之前，
张新的丈夫就在孩子的小床边装了个
摄像头，“测试好了，它只拍小床这部分
区域，育儿嫂的床拍不到。哄睡的时
候，家里人在旁边看着，应该没啥问
题。”

不过，让张新两口子没想到的是
——李阿姨刚一进家门，就主动打开了

自己的行李箱，除了让张新一家检查自
己的行李外，还专门拿出摄像头，“这是
我们公司的规定，凡是上户的月嫂和育
儿嫂，都要主动出示摄像头。当然啦，
装与不装您来决定，把存储卡插上就能
用，下载个APP注册账户还能在线看监
控。”

李阿姨告诉张新，这个摄像头到自
己手里已经两年多了，虽然外观有点
旧，但功能都正常，“每次结束服务，育

儿嫂都会当着雇主的面把内存卡里的
数据清空，雇主也要当面注销账户。”

因为张新家已经提前安装好摄像
头，李阿姨自带的摄像头也就没派上用
场。“更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育儿嫂还
建议我们，既然装了摄像头，可以选一
个全景的，只要不拍她睡觉、换衣服的
地方就行。这样的话，她抱着宝宝在屋
里转，动作都能拍下来。”张新说。

家里装监控，真能起到监督作用
吗？家住通州耿庄的焦慧，用亲身经历
做了回答：“不要以为家里装了监控，对
育儿嫂就有了督促作用。摄像头绝对
不可以代替家人监督育儿嫂工作。说
到底，育儿嫂是个良心活儿。”

焦慧家请的育儿嫂月工资 11000
元，不仅要负责照顾孩子，还要给焦慧
做一日三餐。

“育儿嫂上户前，我家就有摄像头，
是之前我们上班时用来监控家里的猫

的。育儿嫂上户以后，从没对摄像头有
什么意见。说实话，这位育儿嫂业务能
力没的说，服务也很周到，我们家人很
少用监控来监督人家干得怎么样。”焦
慧说，自己和育儿嫂一直相处得都很和
谐，直到有一天——

那天，育儿嫂做完午饭就去哄孩
子，焦慧去餐桌那吃饭，吃饭时，焦慧不
小心点开了监控软件，她突然发现，画
面中既没有育儿嫂也没有孩子，“我突
然慌了，不知道育儿嫂带着孩子在屋里

干什么？”焦慧赶紧推开卧室门，一看育
儿嫂正抱着孩子坐在阳台的转椅上晃
动，动作幅度不小，“看见我进来了，育
儿嫂也明显有些慌神。”

“我不确定育儿嫂是不是故意躲在
摄像头盲区里的，但是我担心她那么大
动作对孩子不好。”焦慧说，从那之后，
她和育儿嫂就有了隔阂，家里的摄像头
不仅换成了全景的，还把孩子姥姥接了
过来监督育儿嫂工作。

雇主家装摄像头，育儿嫂们是怎么
看待这件事的呢？李阿姨说，她从事家
政工作已经 5 年多了，最开始是月嫂，
近两年转做育儿嫂。相比月嫂，育儿嫂
虽然每个月挣得少点，但因为带的都是
过了满月的宝宝，工作量比月嫂少一
些，相对轻松一些。

李阿姨回忆，5年前自己刚干月嫂

的时候，还真没什么家庭装摄像头。“这
两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上曝光了一
些育儿嫂虐待宝宝的事儿，公司开始陆
续给我们发摄像头，要求上户必须带
着。”李阿姨说，她最近一年上户的每一
个家庭，无一例外全都选择安装了摄像
头，“要么装我带来的，要么人家家里本
来就已经装上了。”

“我感觉，这监控应该装。”李阿姨
说，“有了监控，对双方都是个保障。我
虽然对自己的服务很有信心，但说句不
好听的，真要是因为我不小心，给孩子
磕了碰了，咱们有监控为证，我也不可
能狡辩；万一雇主家丢了金项链、银镯
子，咱也可以查视频。”

育儿嫂真的不在乎雇主家装摄像
头吗？来自河北的刘阿姨已经从事育
儿嫂工作 8 年了，很多老乡也都干这
行，“我们有一个群，还真聊过这个话
题。”刘阿姨说，一部分育儿嫂说，雇主
家安装摄像头可能会让她们感觉到被
监视，这可能会对育儿嫂的工作积极性

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也会影响育儿嫂和
雇主的关系。

刘阿姨说，聘请育儿嫂本身应该是建
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如果家庭成员对
育儿嫂不放心，应该通过了解育儿嫂的背
景和资质、参考其他家庭的评价等方式
来建立信任，而不是安装摄像头。“我们

有一位老乡，还遇到过客户直接在卧室
安装隐蔽摄像头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另外，一些育儿嫂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雇主家要是安装摄像头，也要给
育儿嫂留有必要的私人空间，雇主和育
儿嫂可以共同确定摄像头的安装位置
和监控范围。

资料图片

国足公布世预赛
18强赛大名单
武磊领衔 汪海健首入选

8 月21 日，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
出征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18强赛的27人大名单，武磊、王
大雷等核心球员在列，上海申花中场
汪海健首次入选。

本期大名单中，上海申花共有 8
名球员入选，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分
别有6人和4人入选。主教练伊万科
维奇召入朱辰杰、蒋圣龙、谢文能、拜
合拉木、汪海健5名“00后”球员。归
化球员蒋光太、费南多和阿兰入选。

与上期国足阵容相比，在联赛中
因违纪问题被停赛的韦世豪、在俱乐
部失去主力位置的艾克森以及方昊、
高天意、谢维军、王振澳等球员无缘大
名单。

本次国足 18 强赛大名单首次采
用网络直播形式公布，主教练伊万科
维奇表示：“这是为了让所有入选球员
有更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来到训练
营，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拉近和球迷的
距离。”

本届世预赛18强赛，中国队与日
本队、澳大利亚队、沙特阿拉伯队、巴
林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C组。小
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 2026 年美加墨
世界杯，小组三四名将获得参加附加
赛的机会。

据介绍，国足将于8月23日在大
连集中组织集训，9 月 5 日在 18 强赛
首战客场挑战日本队，9月10日坐镇
大连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据新华社

广东提前转移
7万多人防御强降雨

新华社广州8月21日电 （记者
田建川） 记者从广东省防汛防旱防
风总指挥部获悉，为防御强降雨，截至
20 日 18 时，广东省已组织提前转移
75419人。

截至20日21时8分，广东省有9
个暴雨红色预警、20个暴雨橙色预警
和12个暴雨黄色预警生效。

据气象水文监测，20日8时到21
日8 时，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出现了大
雨到暴雨。其中有109个镇街出现超
过100毫米的大暴雨，有411个镇街出
现50至100毫米的暴雨。

受强降雨影响，20日16时35分，
韩江出现2024年第6号编号洪水。广
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 20
日20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
影响，21日，广东省仍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至9
级短时大风。22日至23日，副热带高
压加强北抬，广东省雨势明显减弱。

故事1 育儿嫂上户带着摄像头

故事2 摄像头和老人双重监督

正方 对双方来说都是个保障

反方 给育儿嫂必要的私人空间

别让摄像头制造“信任危机”
律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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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民进新乡市委委员朱
林表示，针对骑行安全，尤其是未成年
人骑行安全问题，他从增强儿童骑行安
全意识、完善相关法规及基础设施建设
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朱林认为，首先要加强安全教育普
及，建议将骑行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课
程体系，通过课堂讲解、模拟演练等形
式，让学生掌握基本的骑行规则和安全
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鼓励家长成
为孩子骑行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与孩子
共同学习骑行安全知识，监督并引导孩
子养成良好的骑行习惯。其次，完善法
律法规与监管，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针对儿童骑行的相关规
定，如规定儿童骑行时必须佩戴的防护
装备等；加大对违法骑行行为的查处力
度，特别是针对儿童骑行中的违规行
为，如无成人陪同、夜间无照明设备等，
进行严厉处罚。再次，在城市规划中充
分考虑儿童骑行需求，建设更多连续、
安全、便捷的骑行道，特别是连接学校、
居住区等关键区域的骑行道；在骑行道
与机动车道交会处设置减速带、警示标
志等安全设施，提高儿童骑行的安全
性。最后，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骑
行事故进行深入研究，找出事故发生的
规律和原因，为制定更有效的安全措施
提供依据。

骑行很火骑行很火 安全为大安全为大
□策划 杨维捷 记者 李文奇

近日，河北一名11岁男孩跟着父
亲以及自行车队在双向公路上骑行，
结果在接近中线时不小心摔倒进入对
面车道，之后遭对向行驶汽车辗轧身
亡。“心疼、遗憾”“追究司机责任”等话
题刷屏。父亲、司机、组织者、男孩以
及公路管理方，谁之过？一时争论不
休。有人网上留言，如果他父亲听劝、
守法，不让11岁的男孩骑成人公路车
上路；如果他父亲不带着他骑上机动
车道；如果他父亲在听到儿子喊“慢一
点”的时候，停下来……可能悲剧就不
会发生。监护人疏于照顾或未尽职
责，是儿童意外死亡的最大原因，被众
多人赞同。

再悲痛的哭声，再苦涩的眼泪，都
换不回孩子的生命。然而，一个绕不过
的话题，就是骑行安全问题，尤其是未
成年人的骑行安全，摆在了大家面前。

面对“骑行热”，骑友们应该如
何 文 明 出 行 ，遵 守 哪 些 交 通 规 则
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大队
大队长韩文喜表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不得扶身并
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不得
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人行横道上
骑行，不得逆行、不得有骑行拍照等
分 散 注 意 力 、妨 碍 安 全 驾 驶 等 行

为。同时还规定，驾驶自行车必须
年满 12 周岁。也就是说，未成年人
年龄大于或等于 12 周岁，可以骑自
行车上路，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如果未成年人年龄小于 12 周岁，则
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

“戴头盔，守交规。”韩文喜强
调，骑行时应当遵守交通安全法及
相关规定；注意戴头盔，不走快车
道，骑行中控制速度，过路口不闯红

灯；遇到恶劣天气等，谨慎出行，安
全第一。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者，会被处以警告或 50 元以下罚
款。

韩文喜尤其提到，未成年人的行
为控制能力弱，大部分上小学的孩
子，其实还不符合骑行自行车上路这
样一个年龄的要求，作为监护人，应
当及时预见到孩子行为的后果，果断
阻止危险的发生。

开车太快，走路太慢，骑车刚刚
好。每到傍晚，约三五好友，与风为
伴，在道路上自由骑行，运动健身的
同时释放压力，领略路边风景，品尝
特色美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随
着“骑行热”的不断升温，骑行运动逐
渐成为备受大众青睐的运动和生活
休闲方式。解压、减肥、交友，这些成
为大家骑行的众多理由。

8月20日晚7时许，在平原路，不
时有骑行队伍自西向东一路前行。
队伍中，除了朋友、同事、夫妻外，还

有个别的亲子队员，全家人一起骑行
锻炼。记者发现，大多数骑友遵守交
通规则，头盔、尾灯等骑行装备齐全，
但也有个别人未戴头盔，闯红灯及逆
行的骑友大有人在。

“玩单车就是骑帅不骑快，上坡
比快下坡比慢。”在高铁新乡东站广
场，这里聚集着许多志同道合的骑
友，大家分享着骑行乐趣和技巧，不
时发出阵阵笑声。“孩子喜欢骑行，
假期里几乎每晚都出来骑一圈，很
锻炼人。”骑友陈先生介绍，过段时

间，他和骑友们会到太行山骑行，准
备让上初中的儿子也一起锻炼锻
炼。

记者采访中发现，未成年人骑
车这个安全隐患依然不容忽视。在
小区或者个别路段，未成年人骑着
自行车风驰电掣般追逐打闹，时有
发生。有的未成年人骑的还是成人
赛车，一样是骑得飞快。未成年人
骑车，一旦撞到人，往往引发纠纷，
通常是家长出面，前来平息矛盾。

骑行很酷 切莫放飞“安全”

“张队”是谁？对新乡骑行界来
说，这可是响当当的名字。“张队”全
名张郑州，今年77岁。他对骑行的热
爱，达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创造了5
次骑单车进西藏的历史，其中有4次
是从新乡出发一路骑行西藏。20 多
年来，他骑行总里程约6万公里。他
估算，我市目前保守有1万多名骑友，
人数还在逐年增加。张郑州说，每年
他身边发生的骑行事故也不少，让人
深思。

“安全”是张郑州平日里和骑友
们说得最多的话。

“会骑不等于能骑。”他经常提醒

骑友们，骑行是个交流学习的过程，
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平日，
张郑州带队骑行，坚持“谁骑行得慢，
以谁的速度为主”“谁骑行体力差，以
这个人活动为准”原则，强调团队意
识，骑行不逞英雄，要紧贴路边骑，与
同向的机动车保持一定距离，脑子里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作为骑行界前辈，张郑州对整个
骑行圈的安全时常挂念。他说，新乡
个别骑友，安全意识不强，整个群体
管理也有些散漫。每到周末，各个骑
行群都组织活动，部分团队骑行快，
跟放羊一样，毫无安全可言。甚至有

些骑友，为了省事要面子，在车上安
装电瓶，免得掉队，那就失去了骑行
的初衷和快乐。

多年来，张郑州带队骑行，从来
不带未成年人骑行。他说，如果孩子
真喜欢骑行，建议家长还是让其以练
习骑行技术为主，以场地训练为主，
切勿在公路上练车。如果觉得练得
不错，可以参加正规比赛，到封闭式
的赛道上骑行，千万不可追求速度，
而忽视了安全。“骑车的过程也是学
习的过程，在享受骑行快乐的同时，
不能无视安全规范，要坚持文明骑
行。”最后，张郑州提醒骑友。

骑行“大咖”：坚持“能慢不快”原则

交警：青少年骑行满12岁是底线

政协委员建议：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骑行安全
保障体系

一名女骑友逆行过马路

几名骑友中，有人没有戴头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