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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石库门的老弄堂， 工作在黄

浦江畔的办公楼， 胡余平对于这片故乡

热土， 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身为上海市人大代表， 胡余平将这份深

厚感情融入到了人大代表神圣职责与使

命之中。 他积极深入基层社区， 倾听民

众心声， 将人民的意愿和需求作为履职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利用自身专业

知识和社会经验， 为人民群众发声呼

吁， 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针对老城区旧住房的更新改造， 胡

余平在各种场合多次为民呼吁。 一次走

访中， 他发现中山南路上一处公交站点

设立后迟迟未搭建候车亭， 不论烈日炎

炎， 还是刮风下雨， 候车人无处歇脚也

无处躲避， 大家对此颇有意见。 胡余平

通过实地察看， 详细了解情况， 及时撰

写了《关于中山南一路鲁班路公交站点

搭建候车亭的建议》。 他提出： “公交

站点有 45 路、 111 路、 780 路等多条线

路， 居民出行需求大。 如今周边施工已

结束， 人行道宽敞， 完全具备搭建候车

亭的条件， 这样能为居民提供遮风挡雨

的便利。” 他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 候车亭很快得以建成。

胡余平还关注上海日益加剧的老龄

化问题。 多年来， 他一直与社区老人沟

通联系， 倾听他们的诉求。 他了解到，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中存在一些评估

标准不清、 监督机制薄弱的问题， 导

致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未能及

时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便利。 为此， 他

提交了 《关于长护险申请人社区公示

的建议》， 建议通过社区公示申请人名

单、 接受居民监督等方式， 完善评估过

程， 使政策更精准地惠及有需要的老年

人群体。

胡余平还特别关注老年人在数字化

时代面临的“数字鸿沟” 问题。 他耳闻

目睹许多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而无法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 甚至在

疫情期间因不会使用健康码而被拒之门

外。 他了解到老年人这一迫切需求， 结

合自身金融科技背景， 在《关于设计推

广适用于老年人的智能手机 APP 若干

建议》 中， 从简化功能设计、 优化界面

布局、 增强语音交互、 加强安全防护等

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这些建议不仅贴合

实际， 还充满了对弱势人群的关怀， 获

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作为老黄浦人， 我目睹了这片土

地的每一寸变迁；作为人大代表，我更要

为这里的每一位居民谋福祉、解难题。 ”

胡余平的足迹遍布城区，他深入基层，倾

听百姓心声； 他走访企业， 推动创新发

展。 他关注民生，立足创新，为上海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用一颗赤诚之心书写

属于人大代表的履职篇章……

胡余平：扎根黄浦情系民生，立足创新筹谋发展
代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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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守护好学生“第二层皮肤”
从“小作坊”到“星级认证”，人大代表呼吁让校服“穿得安心、买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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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竞争与质量隐忧：

校服市场的“小作坊”困局

“校服是学生的‘第二层皮肤’，

但部分劣质产品连基本的安全舒适都难

以保障。” 陶爱莲指出， 根据 2024 年

10 月中国校服产业研究中心与前瞻产

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校服产业挑

战与机遇分析报告》， 校服市场品牌集

中度低， 竞争激烈。 专业从事校服生产

销售的企业超 2000 家， 纺织服装企业

近 3 万家， 没有正规资质、 生产假冒伪

劣产品的“小作坊” 数量庞大。 其中校

服业务营收超 1 亿元的企业不足 10 家。

“市场资源分散， 品牌信息繁杂， 校服

消费者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能力有限， 使

得部分低质低价的供应商利用信息不对

称获得竞争优势， 引发了货不对板、 以

次充好等消费争议。” 陶爱莲表示， 在

企业座谈调研中， 很多校服企业表示，

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损害

消费者权益， 而且会打击企业投入研发

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的信心。

此类问题直接反映在校服质量上。

多位家长反映， 孩子校服存在“薄透易

皱” “一洗就变形” 等问题， 甚至有家

长抱怨： “校服穿一学期就破洞， 安全

性和耐用性还不如普通童装。”

定制化与成本之困：

校服“一校一款”难两全

据了解， 2013 年上海市教委等六

部门印发的 《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

服管理的若干意见》 强调了校服自愿购

买原则， 充分保障了家长参与采购管理

的合法权益。 “当前实践中， 上海市内

很多中小学实行学校公开招标、 家委会

参与的选购方式， 定制符合学校鲜明特

色的小批量个性化产品。” 陶爱莲解释，

精准的定制模式对企业设计、 生产、 交

付提出高要求， 很多校服供应商在数字

化设计、 智能化生产、 专业化人才等软

硬件上投入更多成本。 然而， 随着校服

采购合约周期缩短， 企业备货压力大、

库存积压风险大， 生产成本持续攀升。

为满足校服定价亲民的诉求， 考虑企业

盈利需要， 一些校服供应商以简化生产

流程或使用低性能面料等方式降低成

本， 同时也影响了质量。

“最终牺牲的是质量。” 有媒体报

道， 不少家长反映校服存在薄透、 易

皱、 易起球、 易磨损变形等问题。 某校

服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 “定制订单

量小， 平摊到每件校服的成本比批量生

产高出 30%， 但学校招标时又强调价格

亲民， 企业只能‘走钢丝’。” 与此同

时， 家长对“物美价廉” 的诉求愈发强

烈。 一位家长代表直言： “定制校服价

格动辄数百元， 但质量却配不上高价，

我们既要为特色买单， 又担心‘花冤枉

钱’。”

让校服回归“育人初心”

校服不仅是校园文化的载体， 更是

关乎学生健康与家庭支出的民生大事。

陶爱莲坦言：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政府、 企业、 学校、 家长形成合

力。”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增强，

校服行业的提质升级已迫在眉睫。 记者

了解到， 校服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直是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连续多年将

其列入 《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监控目

录》， 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严查质

量违法行为。 2024 年， 市、 区市场监

管部门共抽查校服产品 332 批次， 发现

2 批次不合格， 均为纤维含量标识不符

合标准要求， 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

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进行了整改。 “我

们期待， 未来每一件校服都能让学生穿

得安全、 家长买得放心。” 陶爱莲的呼

吁， 道出了无数家庭的心声。

针对行业痛点， 陶爱莲提出三个改

革建议， 直指校服市场的“沉疴痼疾”。

首先是建立星级评定制度， 淘汰“小作

坊”。 她建议借鉴酒店、 旅游行业经验，

由主管部门牵头成立校服供应商星级评

定委员会， 从质量、 生产能力、 交付周

期、 售后服务等维度制定地方标准， 对

达标企业授予星级认证。 “通过公开透

明的评级， 学校、 家长可快速筛选优质

供应商， 倒逼企业提升竞争力。”

同时， 可以推行区域化统一模式，

破解“成本魔咒”。 在陶爱莲看来， 标

准化与个性化并非对立。 她以上海为

例， 建议以区为单位试点统一款式、 统

一定价、 集中招标的区域化模式。 “规

模化生产能降低企业成本， 让更多中小

企业参与竞争， 最终惠及消费者。” 她

强调， 统一模式可与定制模式并行， 满

足多元需求。

在采购环节， 陶爱莲呼吁学校公开

评审标准和流程， 并向未中标企业提供

详细反馈， “堵住暗箱操作空间”。 同

时， 试点“校服质量数字化监管” ———

每件校服上都生成一个专属二维码， 家

长扫码即可查看校服的生产编码、 质检

报告、 企业资质等信息。 “用技术手段

打破信息壁垒， 让每一件校服都能‘追

根溯源’。”

  校服被喻为学生的“第二层皮

肤”，对学生健康成长、审美自信的

养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许

多家长对于校服安全问题感到焦

虑。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来临之际，校服质量安全问题再次

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上海市人大

代表陶爱莲聚焦校服行业高质量

发展，直言当前校服市场存在的质

量隐忧、恶性竞争及采购透明度不

足等问题，并提出多项改革建议，

呼吁通过规范市场秩序、优化采购

流程、强化质量监管，让校服真正

成为“安全衣”“放心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