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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近日，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将儿
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要“带孙
费”。老人称儿子媳妇一回家就玩手机，孩
子一吵闹就嫌烦，虽然他们没有在经济上啃
老，但在履行抚养子女的责任方面存在实际
的“家务啃老”行为。自己没有带孙子的责
任和义务，出于亲情考虑，她可以代为照
看，但抚育孩子的重担绝对不能落在她身
上。前儿媳认为，老人带孙子是约定俗成的
事，如果自己支付了“带孙费”，就是把亲
情利益化了，那以后亲人之间的帮助是否都
需要和金钱挂钩？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以前家庭

内部的矛盾与纠纷，往往是自己协商、族长
和邻里调停，不过，随着我们国家法治建设
的提速，过去许多“清官”难管的家务事，
慢慢地走上了法庭，诸如诉求子女要“常回
家看看”，拒绝子女“啃老”等诉讼不断在
媒体露面。而这一次老人索要“带孙费”的
诉讼更是前所未有，它的成功判决更是具有
极强的示范意义，对于规范家庭关系具有重
要指导价值。

“家务啃老”和让老人带孙子是目前许
多家庭司空见惯的事情，从情理和伦理上
讲，“家务啃老”有存在的合理价值。一方
面，现代社会年轻人竞争压力加剧，他们在
外面打拼，实在无力分担家务和带小孩。另
一方面，老人与孙子、孙女之间毕竟有血缘
关系，帮助子女带小孩，分担他们的担子，
也是亲情所在。

但是，问题的另一层面是，年轻人必须
看到老人所付出的艰辛，应当共同承担家务

和带小孩。父母年纪毕竟比较大，精力也都
有限。而且，父母也毕竟操劳了一辈子，他
们也有权休息和养老。更重要的是，老人在
法律上并没有免费做家务和带孙辈的义务。
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是子
女的第一监护人，只有父母双亡时，祖父
母、外祖父母才具有监护权和抚养义务。因
此，子女无权强求父母带孙子、孙女。

像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将儿子、前
儿媳告上法庭，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讲的
通。从情理上讲，杨金美带两个孙女，她并
没有什么怨言，问题在于儿子、前儿媳下班
后，也不帮忙带孙女，她一个人哪里能忙过
来，特别是儿子没有找到工作时，在家玩电
脑也不帮助带小孩，不但对小孩一点也不负
责，简直就是将老人当保姆使唤，而且这位
保姆还是自带干粮抚养孙女的“保姆”，因
为他们连基本的生活费都不给老人。从法理
上讲，《民法通则》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

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
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
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一条是对“无因管
理”的规定，老人没有法定义务来带小孩，
那么，她当然有权要求他们付出抚养费和

“带孙费”。
法官判决杨金美老人胜诉，要求儿子、

前儿媳付抚养费和“带孙费”，对于维护杨
金美老人的权利，对于我们这个逐渐进入老
龄化社会的所有老人的权利，都有非常重要
的示范作用。它警示年轻的子女们，别再用
亲情来绑架老人，尽管从亲情上讲，老人可
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子女做家务、带
小孩，但是，他们并没有义务这样做。做子
女的要多体谅老人，分担一些相应的家务，
并且给予老人们更多的关心，否则，他们完
全可以撂下担子，许多原本看来“天经地
义”的事情其实是经不起法律的推敲的。

老人索要“带孙费”诉讼具有破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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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中国环境保护部前日在北京通报，近两
周在20个省份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污
染防控形势严峻。就在15—17日，中国华

北、华东、华中地区刚刚经历了入秋以来的
第一场大范围雾霾。

制定禁烧规则，只是“治标”之策，在
告诉农民“不准烧”的同时，还得告诉他们

“怎么处理”，这才是“治本”。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侯江

学过地理的人都知道，我国幅员辽
阔，地域差异大，自然、人文地理条件各
异，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规
模日益增长、活跃程度不断提高的流动
人口是近二十余年出现的重大社会现
象。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谁不说俺家
乡好”的同时，地域歧视问题也日益突
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性差异
是很正常的。东北人和江浙人性格不同，
海南人到甘肃、青海肯定不能立刻适应，
一个吃惯了米粉的人天天啃高粱馒头自
然比较难过……但如果简单地给不同的
地域贴上不同的标签，将加剧地域与地
域间的疏离与隔阂。这样，地域歧视自然
不可避免。

地域歧视并不是新事物。在中国古
代，地域歧视往往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有
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失败后，专门举行一
次经济科的会试，广东举人梁士诒文章
写得很好，考官本想录取为第一名的，但
慈禧老佛爷看到他是广东人，心里就不
高兴，认为康、梁这些“乱党”多出自广
东。再看他和梁启超同姓，和康有为同名
（康有为名“祖诒”），于是大笔一勾，这个
“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孙山了。另
外，地域歧视在欧洲更有历史。英、法、
德三国人互相不待见，瑞士人一说起荷
兰人就觉得人家没洗澡，西欧人瞧不起
东欧人……

既然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那
么，将人们对某些地域的偏见甚至妖魔
化降到最低，就是一种努力方向。

据《新京报》报道，认为电视戏曲节
目的内容涉嫌歧视河南驻马店人，钟先

生将相关的河南电视台、央视国际以及
搜狐网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道歉并赔
偿精神抚慰金 1 万元，海淀法院已受理
该案。河南电视台自办栏目《梨园春》“擂
响中国”《打金枝》节目中，演员用“你别
激我啊，你别惹我啊，我是河南驻马店
的”，“驻马店人咋啦？驻马店人很狂躁”，

“狂躁咋啦，狂躁我告诉你，狂躁我就动
手”等语言，并配合打人的动作，博取现
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哄堂大笑。

法院对此案将会如何判决尚不得而
知，但网友反响之热烈，其实已经是在许
多人的预料当中。地域歧视是从众心理
和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电视台播出的节
目无疑是在引导观众将某个群体符号
化、标签化地对待。原告钟先生也说，“不
只驻马店人，东北、西北，很多地方的人
似乎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认为自己最
终提出诉讼是多年经历积累的爆发。

地域歧视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一部分人的生存
权，且形成了社会不公，不利于形成各尽
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
面。地域歧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潜
在的精神歧视，一种是显形的行为歧视。
精神歧视，需要媒体的引导和政府部门
的不懈努力，比如对于这次青岛“38 元
虾”事件的负面后果，政府的干预就很及
时。但行为歧视，则需要法律及时出面干
预。有网友痛心地提到：“我在外打工，根
本不敢说自己是河南人，你们知道这种
痛吗？”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
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我国宪法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这为反对地域歧视、实现
平等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而

《反歧视法》也应该尽快纳入国家有关部
门的议事日程。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反对
地域歧视，应该从精神和法律两个渠道
双管齐下，更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百姓说话

@石述思：当下诸多改革举措都在
小心翼翼地规避关键雷区，比如价格改
革绕开垄断，金融改革绕开五大，专车改
革为出租让路，医疗改革绕开特权，而很
多改革成本却没有绕开百姓，比如高速
公路收费、教育医疗水电收费等。改革
之难在庙堂之高，之痛在江湖之远。加
油中国！

@华生2010：出国得闲写微博。这
次办出境手续体会到简政放权还真取得
了一些成效，简化节省了民间百姓的手
续与时间。就连港澳通行证，过去有效
期5年，用满不能加页，现改为有效期10
年，可加页。官民皆省事，但可否更灵
活？又想到领导在喊，政府自己简政总
难周全彻底，人民参与才事半功倍，为何
闲着人大及代表呢？

@王利芬：人家问我“你怎么一天到
晚游手好闲？”我说，我是管长江的堤坝
的，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
洪水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啊。我们都不
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使发了大洪水，我们
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
事。——任正非

@Life Time：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意
孤行的难民政策为何能得逞？尽管德国
民众只有30%不到支持默克尔难民政策，
但是默克尔得到议会支持。这是德国人
事先让渡了决策权造成的。选民必须承
受将政府和议会都多数授权给单一政治
倾向力量，政治制约就乏力。好在议会
改选和大选还会给民众纠偏机会。

@严锋：在歌剧院旁边的墙上看到
一条大船的图片。我小时候第一次坐东
方红客轮，震惊其大，尺寸大概就和这图
中的大船相当。搜了一下船名 Golden
Princess，排水量 10 万吨，长 290 米，1316
间客房，可载客2600人，船员和服务人员
1100人。想到一个从泰坦尼克号引来的
问题：现在超级客轮上的救生艇能把所
有人都装上了吗？

@毛利：每部国产片现在御用宣传
口号都是，可能是最好看的中国电影，这
样本来挺好的，勾起观众的审判感，我就
要进去看看到底好不好。可用上十回八
回谁也受不了啊。一看到可能是最好看
的，就琢磨，骗子又来了。

禁烧令

丁永勋

针对社会关注的“美甲师还得政府发资格
证书现象”，人社部官网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停
止发证活动。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美甲
师不用考了，但酒店客房服务员、计算机操作
工等常规工种，仍需考取职业资格证才能上岗。

美甲师是近年来新兴起的职业，上岗需要
考证可能是个别地方违规增设职业资格认证的
结果，不过酒店客房服务员、计算机操作工需
要持证上岗，却是“于法有据”的：根据2000
年出台的《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要求
持证上岗的90个技术工种中，除了酒店业服务
员还包括秘书、美发师、推销员、计算机操作
员等。

在当时，设置这些准入门槛，可能是受综
合劳动技能和社会发展水平所限。但用工要求
会随着技术和社会发展发生变化，比如推销
员、计算机操作员等，在过去可能属于稀有、
特殊职业，需要一定的门槛和认证，现在早已
成了普通岗位，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和市场自由
选择。尤其是在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大力清
理审批认证事项的背景下，仍要持证上岗，显
得非常不合时宜。

实行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制度，本意是为了
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促进劳动

者提高职业技能和专业化水平。但过多过滥的
职业资格认定已经成了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
也滋生了考试、培训、办证的利益链条，成了
一些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的重要财源。

因为职业资格认证有权又有利，也是一些
部门体现存在感、“加强管理”的重要形式，所
以不太可能主动取消，只会不断扩大和增加。
比如把一些新兴职业纳入认证发证范围，或者
将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变成准入类，导致职业
资格认证的清单越来越长。“什么都证明不了”
的资格认证，不仅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也成
为大众创业的绊脚石。美甲师这个职业虽然不
起眼，但因为社会需求大且门槛不高，是很多
年轻人创业的第一站。如果因为一个资格认证
挡住了不少创业者，无疑是对社会活力的扼杀。

去年以来，仅在国家层面，已经分批次取
消了 211 项职业资格，但这些要求落实情况如
何，地方还有多少类似美甲师、客房服务员这
样的奇葩认证，连地方人社部门都表示不清
楚。推进这项重要工作的落实，不能仅靠媒体
曝光一个取消一个地“挤牙膏”。对此，应进行
清单式管理，除法律规定需要实行准入的之
外，不得进行新的职业资格认证，企业和个人
可以拒绝参加相关培训和考试。

对于过去需要准入的职业，也要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实行动态管理。现在这个
名单还太长，很多已经不合时宜，应邀请独立
专家和从业者定期对清单进行“体检”，评估实
行准入制的必要性。只有这样，职业资格认证
清单才能真正“瘦”下来。

清理职业资格不能“挤牙膏”

网言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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