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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文／郭元鹏
数九寒天，一群 10 岁左右

的小女孩身着短裙赤膊光膀在
寒风中起舞……这是 2014 年
12月27日，出现在四川南江县
正直镇大酥肉节开幕仪式现场
的一幕。当地镇政府向记者表
示，由于准备匆忙，节目未经
审查，并证实寒风中赤膊光膀
跳舞的孩子系当地某小学的小
学生；学校校长则称，时间紧急，
选送了夏天排演的节目，并承认

“稍微有点失误”。（201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网》）

在记者追问“光膀跳舞”

有没有考虑孩子身体寒冷时，当

地学校一位参与人员的回应竟然

是这样的：也不算太冷。这样

的回应显然有点强词夺理的味

道了。虽然说，对于孩子我们不

能太过娇惯，但是对于学校而

言，其所有的举动都应该符合科

学常识。冬天穿棉衣，夏天穿

裤头，这就是自然常识。让孩子

在冬日的寒风中穿着小裙子，露

腿露膀的翩翩起舞，

就是对孩子健康的

漠视。

其实，这场演出，

牵涉的问题是众多

的。我们需要从一个

个方面逐一追问。

学校何时不与

官商联姻？这些学生

参与演出，是为了给

当地的大酥肉节助兴。而这种演

出学校是不是该参与呢？现实生

活中，无论是商业演出还是政

府接待，早就离不开学生们了。

有的让孩子手持鲜花列队欢迎

领导，有的让孩子表演节目为活

动助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孩子的任务就是健康成长，让

孩子在政府接待中，在商业演出

中，抛头露面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么，学校何时才能不再与官

商搅和在一起？

表演何时不再只为好看？在

各种孩子参与的文艺节目中，好

看是唯一的目的。如果是春天、

夏天、冬天的演出，让孩子穿着

小裙子，当然是很美丽的。冬天

这个季节，还是在室外场地，何

必非要为了好看而“美丽冻人”

呢？参加这样的演出本来就是不

对的，为了好看，为了满足当地

领导的要求，就让孩子在寒风中

“光膀跳舞”就更不对了。而实

际上，在参加演出的时候，各

地的学校都是把好看当成了唯一

目的。对于学校这样的地方来

说，当然需要培养孩子的文艺

细胞，但是绝对不能像商业演

出一样——“唯美是图”。

动用学生何时才能审批？学

生参加各种演出，参加各种接

待，已经成为了很是普遍的现象。

而学生参加这样的活动似乎是

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上级领导打

个招呼就行，只要校长点头同意

就行。这无疑把学生的权益给

剥夺了，学生不是物品，他们是

不是参加政府接待或者是商业

演出，决定权应该放在家长和

孩子的手里。再说了，即使学校

也有这样的权力，也不能是想

怎么来就怎么来的。笔者建议，

为了维护孩子的权益，动用学生

参见各种活动，应该设置申请

和审批的程序环节，不能只是口

头命令式样的。该参加的参加，

不该参加的就坚决不能参加。

在这场演出中，笔者看到

观看节目的观众、教师、领导

大都穿着厚重的棉衣。遗憾的

是，对于“光膀跳舞”的孩子，

当地学校的参与人员的回应竟然

是“也不太冷”。既然“也不太冷”，

何不请现场看节目的领导也来一

个？

政府官员可以随便动用学

生，校长可以随意安排学生。让

学生光膀演出，其实是权力在

翩翩起舞。

文／苑广阔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社

会蓝皮书 :2015 年中国社会形
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调查显
示，更看重个人价值的“90 后”
或成为“不买房一代”。此报告
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热议，众
多网友质疑：“90 后”真的会
不买房吗？浏览网上留言发现，
大多数“90 后”网友表示“宁
愿租房，也不买房”，有网友则
泼冷水：“买不买房，关键得看
丈母娘！”（2014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经济网）

“不买房一代”概念的提出，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

是因为既然概念中点明了是“一

代”，那就不是几个、几十个、

几百个，而是整整一代人，数

量上可能涉及到几千万、几亿的

人口，这一庞大人群的某种普遍

性选择，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

带 来 的 影

响， 是 无

法估量的。

但 是 很 快

就 有 人 针

锋 相 对 地

指出：“ 买

不买房，关

键 得 看 丈

母娘！”言外之意，这些被专家

断言将成为“不买房一代”的“90

后”们，是否真的不买房，最终

还得看丈母娘们的态度，如果

丈母娘坚持要他们先买房，才

肯把女儿嫁给他们，那么他们

最终还得向现实妥协，成为“买

房一族”。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

丈母娘和买房联系在一起了。几

年前，当国内房价屡创新高，引

得公众一片抱怨之声的时候，有

开发商代表就公开表示，丈母

娘才是房价屡攀新高的幕后推

手，所表示的意

思和现在的“买

不买房，关键得

看丈母娘”如出

一辙。问题在于，

丈母娘真有那么

大的能量，能够

决 定 房 价 的 涨

落，甚至是决定

一代人买不买房吗？对这样的结

论，笔者持怀疑态度。

如果说某个“丈母娘”要求

自己的准女婿一定要先买房才

能和自己的女儿谈婚论嫁，那

并不奇怪，但是说“一代丈母

娘”都会对“一代女婿”提出

这样的要求，恐怕就有些夸大

其词了。一则，“90 后”的丈母

娘，以“60 后”、“70 后”为主，

这一群体恰恰是房奴的主要构

成群体，他们当年已经尝遍了

身为房奴的酸甜苦辣、拮据生

活，未必愿意自己的儿女再重蹈

自己的“覆辙”；二则，在“剩男

剩女”几成社会普遍现象的今

天，很多“60 后”、“70 后”的

父母只盼着自己“90 后”的儿女

们快点成家立业，对他们有无

房产、是买房还是租房，并不是

那么关注；三则，大多数“60 后”、

“70 后”的丈母娘，对生活的态

度已经更加开明与开通，未必

会秉持他们父母当年“无房不嫁”

的婚恋观念，而会更多地尊重

子女的选择。

与此同时，“90 后”的年轻

人宁愿不当房奴也要求更高的生

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或者是更愿

意拿房屋的首付款去进行投资、

创业，这样的生活和人生选择，

无疑体现了年轻人更加积极的

进取精神和人生态度，理应得

到他们父母的支持。作为理性的

父母，不应以房产衡量子女的另

一半，而应该更注重对方的人

品、尊重子女的选择。

文／李云勇
厦门筼筜湖 224 张爱心椅

和两座爱心亭已于近日全部安
装完毕。每一张爱心椅都钉上
了金色的认捐铭牌，上面刻有
认捐者的姓名和认捐心愿。爱
心椅全部建档管理，若椅子发
生损坏，筼筜湖管理中心将通过
档案记录，负责维护，并通知
认捐者。（2014 年12 月30日《海
峡导报》）

爱心椅沿筼筜湖步道和导

流堤布置，认捐者中有医生、老

师、情侣、家人，最大的 80 多岁，

最小的只有几岁，甚至还有台胞

参与认捐。作为厦门会客厅的筼

筜湖，认捐爱心椅功德无量，在

筼筜湖畔，不仅能漫步、小跑，

累了还能坐在椅子上休息，在

亭子里看风景，可谓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

爱心椅会碰上什么神奇的

遭遇呢？我们看到过厦门其他公

园狗屎随便拉，游人掩鼻走的

新闻，我们也看到过好事者牵

着宠物狗爬上桌子用餐的新闻，

爱心椅会不会碰上类似奇葩遭

遇，让游人很受伤，让爱心椅

很受伤？

爱心椅会不会遭遇“到此

一游”？近年来，厦大人挚爱的

芙蓉隧道遭遇了一个又一个“不

文明游客”，爱心椅会不会同病

相怜呢？看到爱心椅上的认捐

铭牌，一些文化修养畸高畸低

的游客会不会随性乱写乱刻乱

画？

爱心椅会不会成为“寒心

椅”？我坐在湖边观风景，会

不会出现摇啊摇，躺啊躺等不

良现象？本人一向好奇，在深圳

数个公园就拍了一些不文明躺睡

者，连同其它破坏行为，就算认

捐者一直愿意出钱维护爱心椅，

他还会有信心认捐其它公益事业

吗？看到爱心椅变成“寒心椅”，

热心市民和企业还会有参与公

益事业的积极性吗？

“爱心椅”变身“寒心椅”，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有关部门

应该加强宣教力度，在筼筜湖相

应的显眼位置提醒大家呵护爱

心椅；加强巡查力度，对不文

明使用爱心椅者及时进行制止、

教育、查处。认捐靠爱心，呵护

靠大家，唯有发动广大游人跟一

切不文明行为作斗争，众人呵护

爱心椅，爱心椅才能成为温暖

椅，温暖世人，温暖爱心人士，

从而激励更多的人和组织热心

公益，奉献爱心，让社会更美好，

让社会更温馨。

“爱心椅”会不会成为“寒心椅”？

学生光膀演出，权力翩翩起舞？

■一针见血

■社会观察

文／汪代华
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许

多人对自己的萌宠更是爱到毫无立场。
前不久，浙江温州一名年轻女孩养的
宠物狗不慎走失，为找回爱犬，她竟
连发数张割腕照。后来又称，如若狗
被捡，对于归还者，自己愿意以身相许。

（2014 年 12月30日《法制晚报》）
宠物狗不慎走失，对于一个爱狗的

女孩来说，确实有些伤心难过，这种心

情可以理解。的确，狗是人类的朋友，

能有效地帮人们克服抑郁、纾解压力，

对于不少养狗人来说已亲如家人，有的

人把狗看作比爹妈亲，这都是个人的权

利和自由，别人也不好说三到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宠物，喜

欢动物是一种爱心的表现，但有人往

往对宠物过分溺爱，被称为“溺宠族”。

与狗为伴，时间久，有感情，加之有些

是名贵狗，于是就有了这样那样的“待

遇”，与狗同吃同睡，相互拥抱，给狗

找对象，过生日，让狗穿金戴银，洗桑

拿……“人狗不了情”闹剧不断上演。

每一个人都有爱狗的权利和自由，

但凡事应有度，控制在“度”内。爱狗

还须先爱人爱己，尤其是在以人为本

的和谐社会里，任何时候人道主义大

于“狗道主义”。仅仅丢了一条狗，就

割腕照求助寻走丢爱犬，还称愿以身

相许，这样做未免代价太大了。一条

狗再好，也不值得为此割腕，以身相

许吧？

如此爱狗，简直有点疯狂了！有违

公序良俗和文明道德。对宠物的过分溺

爱和依赖在心理学上，称为“宠物癖心

理”，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爱狗

要注意把握一定的度，过犹不及，应

该用平常心爱狗，善待狗，但更应该

善待人，善待自己，为一条狗折磨得自

己死去活来，既要割腕又要以身相许，

这值得吗？一个爱狗不爱人，不爱自己

的人，是不理智不理性的错爱，任何

不理智的爱狗行为都是愚蠢的。割腕

实在不必，以身相许也就免了，难道狗

真的比自己的婚姻大事更重要吗？还是

自珍自重吧！

以身相许寻狗
这样的代价太
大了

丈母娘与“不买房一代”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