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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物业“自己管自己”值得借鉴推广

　　解聘物业公司，自
管三年未涨物业费，还
赚了数百万元，年收入
超百万元。7 年前，广
州市海珠区祈乐苑因实
行自管，且取得良好成
效，引发了全国媒体关
注。“现在迈入了第 11
年。”2024 年 2 月 28 日，
小区迎来成功自管十周
年，看着挂在小区大门
上的横幅，祈乐苑业主
委员会主任冼敏强对记
者说。（3 月 4 日《广
州日报》）
　　因对物管服务不满
意，小区业主“炒掉”
物业公司实现自管后，
不仅三年未涨物业费，
何以还年赚超百万元。
广州市海珠区祈乐苑小
区自行组建隶属业委会
的物业中心，实现物业

“自己管自己”的创新
做法，有助于纾解小区
物业管理方面的一大难
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现实生活中，一些
物业公司因服务态度
差、管理混乱等，引起
业主的不满，而小区管
理又离不开物业，造成
业主“不满意物业又干
不掉”的情形；或重新
换一家物业公司，可结
果还是一样。业主和物
业公司之间，经常形成
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物
业公司上涨物业费，业
主抵制不缴纳等，导致
一种恶性循环，不利于
社区和谐稳定，也容易
损害广大业主的合法利
益。
　　广州市海珠区祈乐
苑在自管之前，同样也

走了不少弯路。2013 年
1 月，因对物管服务不
满意，小区业主将承接
小区管理业务的物业管
理公司告上法庭。同年
6 月，小区成立了业委
会；9 月，业主胜诉；
11 月，业主决定更换物
管公司。2014 年 2 月 28
日，聘了新物业公司后，
小区处于“半自管”状
态。但新的物管公司服
务并不尽如人意。2015
年 2 月，业主投票“炒掉”
物业，自行组建隶属业
委会的物业中心，开始
全面自管。
　　业主自己成立物业
公司，实现“自己管自
己”，无疑探索了一条
小区业主自我管理的新
路子。一方面，业主对
小区情况知根知底，业

主和物业的双重身份，
也能从业主角度来考虑
和解决小区的问题，可
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
盾和纠纷；另一方面，
业主“自己管自己”，
则比引进的物业公司更
有责任心，会尽职尽责
为小区做好各项服务工
作。
　　物业自管模式，让
小区管理事务走上了轨
道。如果确实需要上涨
物业费，也会依法依规
由业主大会投票表决。
事实上，“自己管自己”
会把物业费和公共收益
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小
区管理的刀刃上。根据
广州市海珠区祈乐苑公
布的 2024 年 1 月小区收
支情况，小区营业内收
入为 593041.03 元（包含

了物业收费收入、公共
区域收入及其他收入）；
支出则为 471209.59 元
（包含聘用人员薪资福
利、绿化维护、垃圾清
运、电梯维修等）；当
月结余 121831.44 元。正
所谓“去掉中间商赚差
价”，该小区通过物业
自管，年赚超百万元已
不是梦想。这种良性循
环，势必会提升小区物
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小区物业自管探索
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新路
径，让业主积极参与小
区物业的管理和服务，
自己家园自己管，值得
各地借鉴和推广。

■丁家发

格力玫瑰空调遭吐槽，企业创新还需“接地气”
　　2024 年 1 月，格力
电器旗下的一款玫瑰空
调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
议。这款空调因其独特
的外观被网友吐槽为 90
年代的审美，“又丑又
土”。对此，3 月 2 日晚，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
珠在央视财经《对话》
节目中给予回应：“玫
瑰空调”的设计，实际
上更多是想跟家庭生活
融合在一起，想把空调
做成家里的艺术品。（3
月 3 日 重庆晨报）
　　董明珠的回应展示
了格力电器在设计这款
产品时的初衷和考量。

“让空调成为收藏的艺
术品”，从企业角度来
看，这种设计理念体现
了格力电器在创新方面
的尝试和努力，但也暴
露出企业在把握市场需
求和消费者审美取向上
的不足。
　　空调作为家居产
品，其摆放和功能都应
当与家庭整个家居系统
相协调。但就目前看来，
“玫瑰空调”的外形虽
历经三次换代、四次升
级，但仍然显得较为夸
张和简单，并未将玫瑰
的艺术气质完美融入空
调产品的设计中，反而
破坏了美的基础氛围，

价格也颇为高昂；且将
众多消费者更为关心的
耗能、体积、风力等问
题本末倒置，没有平衡
好产品的艺术性和实用
性，使得“空调作为艺
术品”的观点尚不被众
多网友所接受。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
展的核心动力，但创新
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追求
外观的新奇和独特。相
反，真正的创新应当是
基于对市场和消费者需
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
技术和设计的不断探
索。在当今快速变化的
市场环境中，企业的创
新活动需要更加“接地

气”，即更加贴近消费
者的实际需求和市场趋
势。“玫瑰空调”的设
计初心旨在用玫瑰向用
户表达爱意，让空调成
为家庭空间的艺术品，
但如果不能得到广大消
费者的认同与接受，那
么这种创新的价值就难
以体现。
　　从“玫瑰空调”的
设计初心来看，确实有
其独特之处，但如何让
这种独特的设计更好地
被消费者所接受，是格
力电器需要思考的问
题。此次争议，对于格
力电器来说也许并非只
是坏事。面对消费者关

于“玫瑰空调”的吐槽
和争议，格力电器可以
将其视作改进产品的重
要参考，以此深入了解
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和期
望。
　　无论如何，在追求
独特设计和个性化产品
的时代，企业进行产品
创新的出发点都应当立
足于用户的实际需求，
以更加“接地气”的创
新方式推动产品和服务
的升级，在创新设计和
市场接受度之间找到更
好的平衡点，从而更好
地推动行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王煜芊

“生三胎奖励 10万”需理性看待

　　“生二胎奖 3 万，
生三胎奖 10 万”，近日，
河南一公司董事长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员
工生孩子将得到企业奖
励，此事一经报道便引
发热议。3 月 4 日，该
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事情是真的，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
实行，目前已经有五六
名符合条件的员工拿到
了奖励，“我们还在一
直执行。”（3 月 5 日《潇
湘晨报》）
　　这项“真金白银”
鼓励育儿政策，实施已
整整两年了，其有两个
显著特点：一是奖金额
度高。入职一年以上的
女员工，在职期间享受
二胎 3 万元、三胎 10 万

元的生育补贴。二是将
男性员工纳入政策覆盖
范畴。男性员工家属生
育的，也可享受一定比
例的补贴。
　　该公司已在新三板
挂牌上市，有参保员工
554 人，即便有一成的
员工生育，那也会涉及
五六十人。可见该公司
不仅诚意满满，也兑现
了承诺。目前已经有多
名符合条件的员工拿到
了生育“大礼包”。既
响应了国家生育政策，
也有效舒缓女性育儿经
济压力，促进我国人口
健康发展。
　　近些年多地多企业
出台了类似生育奖励措
施，包括国企、民营企
业在内，措施主要集中

在对生育员工进行现金
奖励，有的面向一孩家
庭，有的要求必须是二
胎、三胎以上的家庭。
比如，2022 年 8 月，山
东青岛一民营企业出台
了针对生育二胎三胎职
工的福利措施规定，入
职该公司满三年的女职
工、入职满三年的男职
工配偶，生育第三个孩
子，可一次性领取奖励
3 万元。
　　又如，2023 年 6 月
30 日，上海一互联网公
司曾宣布，计划投入 10
亿元生育补贴，用于奖
励员工生育。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入职满 3
年的员工不论性别，每
新生育 1 个孩子，将获
得每年 1 万元的现金补

贴，直到孩子满 5 岁，
总计可获得 5 万元。
　　眼下的问题是，尽
管这些鼓励生育“好榜
样”企业，得到社会各
界、舆论以及网友们的
纷纷点赞，但这样的生
育激励措施，能不能复
制开来，其他企业会不
会、能不能借鉴效仿？
　　恐怕难度很大。因
为，这不仅凭企业良心，
靠企业自觉，以及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也得需
要企业有很强的财力作
支撑。对于企业而言，
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付
出，不能让企业总当“活
雷锋”。倘若女职工的
生育成本，包括奖励性
成本，完全由企业来独
自“一肩挑”，不仅不

现实，也根本无法真正
落实下去。
　　全面落实国家三孩
政策鼓励生育，亟须配
套政策及时跟进，具体
讲，各地政府职能部门，
在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
同时，要建立生育奖励
基金，通过财政补贴、
社会募捐等方式，来募
集“充沛”基金，女职
工生育的奖励性成本，
就能从生育奖励基金统
筹中解决；对支持和落
实鼓励生育政策的用人
单位，不妨给予减税减
负、金融等优惠政策支
持，从而创造一个企业
积极参与的社会生育氛
围。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