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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丁建庭

立法规定“常回家看看”的争议余音未
了，现在又要把“禁止啃老”上升为法律规范。
继江苏省之后，山东省也在《山东省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中写入“禁止啃老”
条款——“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
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
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索
取老年人的财物。”

当前，“啃老”已经渐成一种社会现象，
“啃老族”的种种行为也让社会尴尬。据中国
老龄科研中心统计，目前有 30%的年轻人靠

“啃老”过活，65%以上的家庭存在“啃老”问
题。不容否认，“啃老族”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庞
大的群体，但比数量增加更让人担忧的是，不
少“啃老族”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从

最初的“羞羞答答”，渐渐变得“理所当然”。这
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已经演变成对父母的
一种掠夺，势必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对于许多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老人来说，年轻
时为了子女和家庭省吃俭用、拼命工作，到了
晚年仍要牺牲自我、照顾子女，他们或许从来
就没有为自己好好活过。“啃老族”带来的悲
哀，不仅是道德层面上的，更是社会层面上
的，因为这些人并没有想着如何为社会创造
财富，反而毫无节制地消耗财富，很难想象他
们“啃”完父母，又会“啃”什么。

“啃老族”的日渐庞大，不排除有社会压
力大的原因，比如不断攀升的房价、更加注重
物质条件的婚恋，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思想
观念上，社会压力往往只是“啃老”的借口，许
多人骨子里很“享受”这样的不劳而获。说到
底，这是一个事关骨气的问题。一个有骨气的
成年子女，自会肩负起养活自己的责任，绝不
会伸手再向父母索取，更不会为了房子、老
婆、孩子去掏空父母的“棺材本”，他们不会去

选择一种“耻辱”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个社会
没有骨气的人还真不少，他们一方面追求光
鲜的生活，一方面又普遍好逸恶劳，结果只能
是继续向父母索取，而且是无休止索取，有时
甚至会演变成“强逼”。倘若父母力所能及，同
时也愿意让子女“啃”，还好说；但有时候父母
没有能力，子女还非要“啃”，往往到最后父母
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这是最应该被唾弃、
被整治的“啃老族”。

立法禁止“啃老”，首先是从法律上对“啃
老”现象的一种定性，这是一种侵犯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现象，是对父母财物的一种强行索
取。明确了这一点，有助于在社会上营造正确
的价值观，有助于倒逼仍有耻感的人不再“啃
老”。其次，立法赋予了被“啃”父母说“不”的
权利，这一点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不过，立法作用基本上也仅限于此，
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啃老”问题，这也是
不少人对这一条例修订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所
在。需说明的是，立法禁止“啃老”和立法规定

“常回家看看”一样，都属于倡导性条款，并非
强制性条款，其目的也不是要从根本上解决

“啃老”问题，而是要用法律去支持道德，让法
律和道德并肩发挥作用，因此，不存在法律对
道德领域的强行介入。我们要避免陷入“立法
万能主义”的误区，法律不可能解决一切问
题，有时道德、习俗、教育所起的作用更大。

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这边厢子女认为“理
所当然”，那边厢父母也是“心甘情愿”，所能
找到的最大共识就是“这代人比上一代人生
活压力大”。这样的“你情我愿”不仅壮大了

“啃老族”的规模，也消解了立法禁“啃老”的
意义。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引导的社会问题，亟
待转变观念的不仅是“啃老”的子女，还有被

“啃”的父母，而且后者更加重要，父母的家庭
教育影响更为关键。培养子女的精神独立和
人格成熟才是根本之策，但这并不妨碍立法
禁止“啃老”的积极意义，有总比没有好，它至
少填补了法律空白，对“啃老族”起到了警示
作用。

立法禁“啃老”，有比没有好

晚报观点

 刘凯玲

从公安部获悉，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登
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258万人。合成毒品的吸
毒人员117万人，占45％，合成毒品因其兴
奋、致幻等特殊功效越来越受到吸毒者的青睐
和追捧，滥用人数年均增长36％。其中，35岁
以下的占75％。

毒品早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世界
性公害。而吸食毒品的种类从传统毒品向 K
粉、麻果等新型合成毒品转变，给禁毒工作提
出了新的课题。青少年因为心理素质不成熟，
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比较低，抱着好奇、追求
刺激的心理去以身试毒，结果成了毒品受害
者。与传统毒品相比，新型合成毒品有“精神依
赖”，对人体的毒害更加隐蔽，具有很强的迷惑
性和欺骗性。吸毒一旦上瘾，将直接作用于人
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吸食者中枢神经受损，
精神异常。毒品不仅伤害吸毒者，毒驾、吸毒后
产生幻觉肇事等毒品次生危害也日趋严重。吸
食毒品低龄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疑是个值
得警惕的信号。

在国际禁毒日之际，许多地方都组织了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
都参与到禁毒行列中来，这对于营造禁毒氛
围、唤回失落的灵魂，确实很有必要。但是“毒
患猛于虎”，禁毒宣传活动不能拘泥于禁毒日
这段时间，而应该制度化、常态化、形式多样
化。对此，学校应该主动承担起禁毒教育责任。

吸毒人员低龄化问题相当严重。有报道

说，目前我国最小的吸毒人员只有8岁，吸毒
人员平均年龄也只有二十几岁。一些青少年错
误地认为吸食新型毒品是一种时髦，吸食少量
新型毒品不会染上毒瘾。结果深陷其中不能自
拔。好奇、无知、错误的人生观的影响，还有经
济利益的诱惑是吸毒低龄化的重要原因。中小
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身心发育的
重要时期，学校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帮助
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
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学校教育缺位，
或者说教育者本身对毒品严重危害的问题都
没有厘清，没有引起重视，又怎能让孩子深刻
认识毒品的严重危害呢？

何况，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涉世不深，
好奇心强，就很容易为毒品所吸引、俘虏。要让
学生正确认识毒品的危害，真正远离毒品，教
育者要切实负起责任来，用孩子们能够接受的
方式把毒品的危害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帮他
们增强远离毒品的心理防护能力。对来自单亲
家庭的孩子与留守儿童要倾注更多关爱。

禁毒事关重大，而破解吸毒低龄化问题是
禁毒重要环节。加强禁毒教育，对孩子进行正
确引导，提高孩子对毒品的认识能力，也会增
强他们对毒品的“免疫力”。只有全社会齐心协
力，重视禁毒宣传教育，才能筑牢青少年禁毒
教育的防线。真正做到“抵制毒品，参与禁毒”。

此外，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思想有着潜移默
化的影响，吸毒人员增加、毒品犯罪多发，也给
了孩子不小的负面影响，因此，除了禁毒宣传
以外，相关部门要花大气力打击毒品犯罪，净
化社会环境，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创建

“无毒社区”，让青少年在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
中学习、成长。

青少年禁毒教育应常态化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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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邓飞（公益人士）：一个东莞老人走
失近10天，消息全无。我们需要一个信息
系统，如一人走失、拐卖、失踪，他的照片
信息会出现在尽量多传播平台上，实现信
息快速流通，当地当省各类机构人群一起
寻找。还有什么比一个人更重要呢，何况
这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
身上。

@大杂院院长：微软小冰微博复活，
小冰说到底是数据——大数据，即通过计
算机收集千万人在社交网络上的聊天记
录，然后根据语意环境匹配回答。所以，小
冰回答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交网络的大众
人格，它暴力，因我们暴力。

@石康（作家）：今年世界杯，在技

术早已支持判罚更准确的时候，仍故意
保持人为错误，因素或许多种。可以考
虑将网球机制引入：若不服争议判罚，
每队半场中有两次机会可以挑战裁判，
有权调用录相恢复现场真相，用以修改
错误判罚——现在因腐败故意不做。事
后在不改变结果的情况下补救惩罚，等于
令权力二次使用。

@李佳佳Audrey：小区楼下有个健
身房，以前要收一点钱，大概100块钱3个
月的样子，没人去玩。后来物业“应强烈要
求”免费开放了。之前我一次也没去过，昨
晚心血来潮去看了一下，所有有“ON/
OFF”按键的器械都已损坏，歪七扭八堆
着。哑铃少了很多，成对的已没剩几副。问
为何不维护？答：没收入，不管了。

戴忠群

2014年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已公布，
紧接着就要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很多家
长和考生拿不准如何正确填报，有些忐忑
不安。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越在这个
时刻越需要淡定，要抱着一颗平常心去填
报高考志愿。

填报高考志愿，笔者认为总的想法
是：不要钻牛角尖，要抱着一颗平常心，放
平心态去应对这个关系前程的关口。笔者
回想起当年参加高考，那是六十年代前
期，我们高三班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们在
填报高考志愿时，家长们都不大在意，有
的根本不去过问，对填报高考志愿同学们
都很淡定，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填
报志愿，没有想的那么远，后来，在大学受
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高了，自
身素质也上去了，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
经过不断努力，都还“混”的挺不错。

在当时看来，上大学去学习生物、考
古、财经也都不是什么热门专业，不少同
学抱着一颗平常心去报考，考上后在学校
努力学习，毕业后脚踏实地工作，都做出
了出色的成绩。一位同学考上大学生物
系，当时家长还认为，学生物有什么用，该
同学毕业后，从事了生物工程的工作，经
过个人奋斗，最终成了一名企业家；学考

古的一位同学常年与出土文物打交道，不
怕困难，不怕艰苦，认定了这个专业，后来
成为一名考古界的拔尖人才；另一位同
学，学的是当时还不是热门的财经专业，
毕业后在企业干财会工作，由于自身努
力，又有财经专业知识，仕途一路顺风。看
来，事在人为，不管什么学校，不管什么专
业，只要上学时认认真真地学，工作后认
认真真地干，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70 年代后期，笔者的一位学生在报
考医科大学时，曾来征求过意见，问报什
么专业好，笔者给他讲，你爱好什么专业
就报考什么专业，当时大多数学医想当大
夫的，都报临床医学专业，而他填报当时
很少有人问津的药理专业，因为他平时对
药材研究比较感兴趣，结果他考上了医科
大学药理专业，五年后又上了研究生，毕
业后留学海外读了博士，最终回到祖国成
了海归派，在生物工程制药方面有很深的
造诣，成为一名生物制剂专家。

看来填报高考志愿，主要是以考生自
已的意愿为主，先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放在
第一位，再根据所考的高考成绩选择合适
的院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有些专
业现在是热门专业，以后就不一定了，而
有些专业现在遇冷，以后可能是抢手的行
当，因此要用平常的心态去选择，何况所
学专业不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唯一
标尺，只要努力，任何专业都会有发展前
途的，都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因此，填报高
考志愿，放平心态最重要。

填报高考志愿莫好高骛远

百姓说话

河南省林州市的男子刘某与妻子有一11岁男孩，一心想再要一个女儿。此前妻子由于
怀的是男孩就做了流产，最近再次怀孕，但经过做B超检测，仍然是个男孩。如今，再有十多
天就要生了，两口子和家人商议，准备换个女孩。于是就在医院的卫生间里贴出了“男孩换
女娃”的广告。不想这则广告被网友发到了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警察找上门时，刘某
和家人均表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大河报》6月25日）

以儿换女

近日，山东省拟定禁止“啃老”入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掀起了对“啃
老”现象的又一轮讨论热潮。“啃老”现象太普遍并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因
素，中国的家长往往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从幼儿园到大学到
找工作找对象一切包办，而没有给孩子独立发展的空间，以至他们即使长
大成人，在心理上也很难真正成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认识到对父
母的赡养义务，仍然愿意在父母搭建的安乐窝中，不愿走出去，迎接人生
的挑战。另一方面，“僧”多“粥”少，社会没有给教育生产线上，每年数百
万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的岗位和足够均等的发展机会，在就业难和高
房价的压力下，“啃老”成了一些年轻人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一家一户的
问题，而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各位读者，你如果对“啃老”问题颇有感触，欢迎拿起笔来，写出你的
心声。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