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大妈”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了
牛津词典。在狂扫黄金、上车要求让座、跳广
场舞等消息之后，“中国大妈”俨然已是个负
面词汇，最引起非议的莫过于广场舞和暴走
族，而暴走族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来的。
噪音扰民、占用机动车道和车主发生矛盾、不
听劝阻，各地频频曝出因广场舞和暴走引发
的社区冲突。广场舞和暴走族的孰是孰非，引
来一场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领地之争的讨
论热潮。

各位读者，“大妈跳广场舞和暴走”你怎
么看，请发表你的观点。投稿邮箱：zzwb-
sy2013@163.com

今日观察

 李世远

据《枣庄晚报》2014年7月3日《七旬儿媳
伺候百岁婆婆五十载》、7月9日《儿媳待八旬婆
婆亲如妈》、7月 25日《赡养婆婆 24年显孝
心》的报道，峄城区阴平镇的张成秀、台儿庄区
泥沟镇的李美和陈希玲，几十年如一日，与婆婆
和睦相处，为耄耋婆婆端茶奉药、嘘寒问暖，悉
心照料，用质朴的行动诠释着“孝顺”二字的真
正内涵，用孝心谱写了一曲曲尊老敬老的动人乐
章，以温良贤让的美德维系着一个三世或五世同
堂家庭的幸福生活。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比较难处理的一种关
系，张成秀等三人是怎样将婆媳关系处理得如此
融洽和谐的呢？

笔者曾详细地对她们作了了解，一是物质上
的孝敬，在生活上让婆婆衣食无忧，变着花样为
老人做可口的饭菜，将老人拾掇得干干净净，包
括梳头、洗脸、洗澡等，哪怕老人不能自理。按
时带婆婆去健康查体，一旦生病就送医，喂药、
倒水，昼夜不离左右。二是精神上的安慰。让老
人心情愉悦，她们都注重和婆婆搞好心理沟通和
感情交流，消除内在隔阂。平时嘘寒问暖，挤出
时间和婆婆谈心，给老人讲新鲜事，让老人开
心。每到周末、节假日后辈们带来松软可口的土
特产来看望老人，全家老少欢聚一堂。三是无论
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对婆婆疼爱孝顺有加，
再苦再累也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古语云“百善孝为先”。“孝”是一个人善
心、爱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一个人只要具备了
孝心，就会孝敬赡养自己的父母，也会善待公婆
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张成秀等三人正是具备了孝心，才会待婆婆
亲如妈。她们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
子、媳妇、孙子、孙女，带出了一个孝老敬老的
好家风。她们为营造和美家庭、构建和谐社会做
出了表率，因而获得了婆婆的认可，逢人便夸

“我的儿媳比闺女还亲”，同时也赢得了左邻右舍
的赞美。

树孝德楷模 育和睦家庭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浪微博：@枣庄晚报-声音

 武洁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
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
在总课时减少的情况下，中小
学体育课要加时；在体育项目
中，计划将校园足球作为重点
项目予以突出。从今年起逐步

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
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通过招
生考试政策疏通足球人才成长
通道。

（7月31日《河南商报》）

体育课加时，开展足球联
赛，当然大有裨益。但仅仅通过
行政指令增加体育课，或是以类

似形式组织校园足球联赛，无法
改变目前体育课被边缘化的窘
境，也无法实现中国的足球梦。

以当下的教育体制与高考
指挥棒效应，体育课为文化课让
路，孩子们难免从绿茵场被逼回
课堂或培训班。即便有硬性指
令，体育课增加的课时也终究有
限，通过招生考试政策疏通足球

人才成长通道，未必能保证校园
足球联赛轰轰烈烈开展。仅仅增
加体育课课时，开办足球联赛，
还远远不够。只有当学校的足球
场不再闲置，学生们能在绿茵场
上尽情释放热情的时候，足球才
会大有希望，教育才能回归正
常。至于是否开展校园联赛，则
不是最重要的。

大中小学足球联赛能否踢出“好球”

网言个论

大汗

离婚证丢了，户口本仍显
示已婚，无法再婚的王女士
起诉已经结婚的前夫，要求
再离一次婚，前夫张先生躺
着中枪，“如果我现在再和
原告办理离婚，那我现在的
婚姻算重婚吗？”
在如今互联网的时代竟

然还有如此奇葩之事，真是
令人啼笑皆非。也真想不通
这王女士，真要告也要告民
政局呀！细细想想觉得还
好，如果丢失的是死亡证，
总不成……

（7月30日《羊城晚报》）

离婚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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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说话

 洪乐风

别把农民进城落户的权利，办成强制性的
“义务”或“责任”，是这场改革的底线之一。

城乡户籍对立的坚冰终于开始消融。国务
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不再区分“农户”“非农户”，横亘
千载的城乡二元对立，有望走向全新的均衡。
这将打破利益的藩篱，促进身份社会向契约社
会再迈一步。然而，把好事办好，各级治理者
可能还得颇费一番脑筋。

（7月31日《京华时报》）

漂泊在城乡边缘的农民工群体，应该是

进城落户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从更广范围
看，不见得每一户农民都买账。有人故土难
离，城里再好，不如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
地；有人则看中土地的“价值”，希望走上
家庭农场、产业化经营之路。正因此，农民
是否愿意落户、特别是落户后是否有偿退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
益分配权”，容不得地方政府的“野蛮做
主”。这在 《意见》 中表述为，在尊重农民
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不得以退出“三权”
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细细读之，《意见》这一表述的上级大标
题为“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
口合法权益”，“权益”二字，才是我们理解户
籍改革中农村产权的中枢。何为权益？权利加
上利益，有权利才能实现利益；何为权利？正

如西哲所言，权利乃“可为”，就是说权利本质
在于它的可放弃性。可进城落户，也可不落，
可放弃“三权”，也可不放，才谓权利。相反，不
可放弃的，是义务，放弃了还要受到惩戒的，
是责任。

别把农民进城落户的权利，办成强制性
的“义务”或“责任”，是这场改革的底线
之一。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太多了。曾经的强
制拆迁，搞出来多少人间悲剧；就在新农村
建设中，也不乏半强制的“洗脚上楼”，生
活方式难习惯不说，赖以为寄的耕地若不复
存在，又该何处去讨生活？“我的土地我做
主”，尽管并非完整物权，但“三权”仍受
宪法法律所保护，不侵犯它们才能让农民在
城镇化中进退有路。

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以人为

本的城镇化，更准确地讲，是以人的权利为本
的城镇化。个中道理中央天天讲、反复讲，现
在还要讲，就是要防止一些地方为了城镇化
而城镇化，为了户籍改革而改革，生拉硬拽，
甚至为了完成所谓的“落户指标”，把好端端
的政策在落实中变了味、发了馊，变成了侵犯
农民权益、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土地，乃农民的命根子。把农民从土地
上解放出来，升级到更高端的城乡结构、产
业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有其
客观规律，强拉不行，硬拽也不成。三中全
会提出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个成熟的标
志，正是“善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只有循序而渐进，在保护权利的同时
推动改革，才能远近兼顾、求同存异，让留
下来的农民安心，进了城的农民放心。

农民户籍去留容不得“被做主”

枣庄仁和医院现因业务需
要，特诚聘以下人员：耳鼻咽
喉科医生 4名，内科医生 4名，
眼科医生 2名，康复治疗专业 5
名，检验专业 2名，B超人员 2
名，护士6名，均需大专以上文
凭，有执业证、临床经验者优
先，另招养老护工6名，工资面

议，转正后给予缴纳社会保险。

地址：枣庄市市中
区经济开发区长江路2
号（西昌路与人民路交
界路口向西50米路南）

电话：3051617

招聘启事

晚报讯 周女士3岁的女儿乐乐

患有白血病，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骨

髓进行移植，为了救活女儿，她又怀

上了第二胎。眼看着预产期就要临

近，周女士又高兴又紧张，因为这个

即将降生的小生命，可能会挽救乐乐

的生命，带给乐乐重生的希望。

医学研究已经表明，干细胞可以

发育成多种器官的代替细胞，修复人

体中受损的器官和其他部分，从而治

愈某些目前尚无法治疗的疾病，甚至

在人体中培养出一个新的器官，代替

因为损坏而无法工作的旧器官。

脐带血可代替骨髓进行移植
一项资料显示，在中国白血病的

自然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三，每年新增

约4万名～5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2
万多名是儿童，而且以 2岁~7岁的儿

童居多。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疗工

作者，都在加紧研究治疗方法。

科学研究发现，脐带血中含有丰

富的造血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发

育成血液和免疫系统的细胞，可用于

治疗多种血液系统疾病，包括血液系

统恶性肿瘤，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先

天性代谢性、免疫缺陷性疾病及某些

实体肿瘤。脐带血中所含造血干细

胞的比例高于成人骨髓及外周血，可

以用来替代骨髓进行造血干细胞移

植。

什么是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脐带血是指新生儿脐带结扎后

存留在脐带和胎盘中的血液。山东

省脐血库工作人员说，脐带血中含有

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是成体干细胞的

主要来源之一。与骨髓和外周血相

比，新生儿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排斥

反应小，免疫原性低，再生能力和速

度是前者的 10倍～20倍。因此，建

议那些高龄产妇、有家族病史的孩子

出生后，如果担心孩子会出现健康问

题，就可以将孩子的脐带血储存起

来，以备不时之需。

采集脐带血对人体无害
工作人员介绍，脐带血采集是在

脐带和胎儿完全断离后进行的，不同

于传统的骨髓采集和外周血采集，不

需要进行麻醉，也无疼痛，在医院就

可以完成。对母亲和胎儿不会造成

任何伤害，可以说是一个废物利用的

过程。

如何储存脐带血
在脐带血的运输过程中不能经

过X射线照射，并远离辐射源。脐带

血采集后运送至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库，经检测、分离、制备等多道医学工

序，最终保存在零下 196℃的深低温

液氮中，可长期保存。

储存脐带血 留住重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