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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志华
网上看图片，多带有轻松的心

情，习惯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角

度。在这种心境下，看到处于离

别关口秀恩爱的两只白鹅，眼里就

会满是虚幻与浪漫，也容易让人

反观自身，联想起生活中的恩恩怨

怨，发出一些应景的感慨。

大鹅被吃虽合理，在此处却

引发了不小的情感冲突，为何会如

此？无外乎鹅的故事与结局，正好

对应着人的虚幻与现实，故事与结

局的冲突，体现出人的内心里掩

藏的虚幻与现实的距离。一眼超

脱，见的是阳春白雪，另一眼入俗，

见的是柴米油盐，难免会让人彷

徨与失落。

鹅故事所激发的情感冲突，是

一个缩影，在生活中，类似的冲突

并不鲜见。每个人的内心，其实

都隐含着梦想，对浪漫的情感有

着天生的向往，若不为物质所愁，

不因老小缠身，想必多数人都愿

走青春、求浪漫，爱恨自如，鲜

有保留。青春的美丽就在于此，多于此，多此，多

是因为年轻人的内心里，虚幻的多，

现实的少。

然而，在一个物化且竞争激烈

的社会，青春总是格外短暂，还

没来得及在窗口多发一会儿呆，就

得参与世俗的竞争，求高分、争

名校之后，择业、择邻、择偶也

会随之而来，让人没有须臾�����

的机会，你若敢多徘徊几趟、多

伤感几回，瞬即可能会掉入队尾，

为虚幻付出代价，不被现实的价

值观所认同。

鹅故事其实是一面镜子，它照

出了人们内心的矛盾，也提醒人们，

活得现实固然没错，但缺乏浪漫

的情感，或者没时间去从容地想

象，生活也会索然无味。竞争不

能成为生活的全部，物质不能成

为衡量的单一标准，人总得留点

时间去遐想，就仿佛有人向你提

起鹅，你除了能想到美食外，还能

想起这个鹅故事。

文 / 张西流
 1981 年，在计划经济条件

背景下，就业分配，客观上造

成劳动者“远游”，遂出台《国

务院关于职 工 探亲待 遇的规

定》。规定出台 35 年，未婚职

工探望父母的假期最长甚至可

达 45 天。但很多人对此福利闻

所未闻，不少人的相应权益也

被剥夺，探亲假 = 扯淡。

（2 月 17 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多数人根本不

知道带薪休假制度中，还有一个

法定的最长可达45天的探亲假，

而且已经悄声无�地执行了35

年。可以说，执行了35 年的探的探探

亲假，几乎成了一项“睡着的权

利”，许多人“听都没听过”。有

的人即便是知道这个探亲假，也

从未享受过，因为单位或企业，

早就将探亲假“屏蔽”了。可见，

探亲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事实上，探亲假是计划经济

时代的产物。探亲假作为一种紧俏

商品，按计划分配给职工；而且

只有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才享有

休探亲假的权利。然而，在目前

市场经济背景下，公民择业自由，

有公共假期，加之交通工具相对

便捷，探亲假可有可无，已成鸡肋。

再者，探亲假与现行的带薪年休

假重叠，职工休的究竟是探亲假，

还是年休假，混淆不清。

特别是，探亲假对于企业来

说，纯粹是一种“纸上的权利”。

比如，在某国有银行工作的鲁小

姐表示：“现在的绩效收入都和

工作量挂钩，休大半个月的探亲

假，基本上这个月除了一点基本

工资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划算。”。””

至于一些私有企业，恨不得逼着

员工加班加点地赶工期、争效益，

怎么舍得兑现这个探亲假呢？

因此，既然探亲假已名存实亡，

且与现行休假制度相矛盾，就应该

适时废止。换言之，与其简单强推

探亲假，不如落实带薪年休假。一

方面，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并对法定节假日做

出科学安排，如在我国现阶段，不

妨试行“零存整取”式弹性休假制

度，有助于严格落实劳动法的规定；

另一方面，督促各地认真落实《带

薪休假条例》，对带薪休假政策，

也可实行“零存整取”， 最大限度

地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来

的资源和空间紧张，充分保障公

众的休假自主权。

■她时代观点

别让“逼生二孩”成为新的压力
文 / 郭元鹏
随着“全面二孩”��的��，��的��，的��，��，，

今年春节，长辈亲友们的问候除

了“啥时结婚”、“啥时生孩子”，

又多了一个新话题 :“啥时生二孩”，，

各种关于二孩的催促、问候，甚

至是命令，让不少夫妻“压力山

大”。面对各种催促，有人淡定，

有人逃跑，有人沉默。

（2 月 16 日《厦门日报》）
好的政策来了，生育二孩可

以光明正大了，还不要罚款了，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于是，在

这个刚刚过去的春节里，与逼

婚同样火热的就是“逼生二孩”

了。父母的良苦用心，作为子

女应该是懂得的。不过，如果

这种“逼生二孩”失去了理智的话，

则会成为新的“压力山大”，这对

于本来就生活在忙忙碌碌日子里的

中年夫妻来说，无疑�无好处。�无好处。好处。

生育二孩不仅仅是有了政策

就可以的，更不仅是有了热情

就可以的。现实的诸多问题如

果不能解决，生育二孩则会受

到很大制约。这不是一个家庭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

的反思，需要政策的配套。前

段时间，有学校的校长很担心，

因为有不少女教师想生育二孩，

接�而来的一个��就是师资�而来的一个��就是师资而来的一个��就是师资来的一个��就是师资的一个��就是师资

力量的缺失。很多学校只能依

靠聘请社会人员代课解决这个

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社

会解决。

更多夫妻担心的则是小家庭

的问题。生育二孩，不是凭着

激情就能实现，更需要��的，更需要��的需要��的

是经济承受能力。当然，也有

老人认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生活�境中也都生育了多个子多个子子

女，不是一样长大了�？要知了�？要知�？要知

道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和这

个时候�是不可同日而�，因�是不可同日而�，因是不可同日而�，因，因因

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主

外女主内”的时代了。

一些夫妻也许��了生育也许��了生育��了生育

二孩的问题，只不过他们有自

�打算。应该说，生不生育二生不生育二

孩，中年夫妻们都有自�的想中年夫妻们都有自�的想

法。作为父母应该尊重子女的

选择，而不是用各种形式施加

压力。是不是生育二孩，何时

生育二孩，是夫妻双方的事情，，

做长辈的不能只��自�的意

愿，让“逼生二孩”成为新的“压让“逼生二孩”成为新的“压

力山大”。

■三言两拍

“此去一归期，生死两茫茫”，从情人节那天开始，这两只在“别离”前亲吻的大鹅，瞬间刷屏朋友圈，成

为新年第一对“网红”。不少网友还编写出各种两只鹅的后续故事。那么，这照片究竟是谁拍摄的？这两只鹅

现在还好吗？记者采访了鹅的主人后��，这两只����的大鹅�经被�了。后��，这两只����的大鹅�经被�了。��，这两只����的大鹅�经被�了。这两只����的大鹅�经被�了。两只����的大鹅�经被�了。 （据 2 月 17 日《现代快报》）

“鹅的爱情”只是一个不靠谱的童话
文 / 江德斌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两

只鹅的爱情也是如此。在情人节刷

爆朋友圈，一夜间成为网红的“吻

别鹅”，其结局并非网友编排的那

么美好，过上幸福无忧的梦幻生活，

也没有更多复杂曲折的剧情，而是

与其它草鹅一样，被宰杀后沦为人

类的盘中餐。如此真实而凄惨的

现实结局，打破了无数人的幻想，

似乎令人无法接受，说好的“生死

恋”原来只是一个不靠谱的童话。

“吻别鹅”本来只是一张很普

通的照片，也是动物世界里常见的

场景，但在网友煽情的鸡汤文体描

述下，则演变成一场凄美的爱情故

事，又恰逢情人节这个特殊日子，

使得“两只鹅的爱情”非常应景。

动物之间有没有爱情呢？从科学的

角度来看，并没有证据可佐，事实

上人类连自�的爱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回事，

都弄不明白，又遑论动物了。但子

非鹅，又焉知鹅之恋呢？或许真的

有呢？

其实，按照目前的科学认知水

平，对生物体的感情、爱情并未

有清晰的理解，但并不影响到人

类对爱情的追求，发挥艺术领域

的想象力，尽情描述人类对爱情

的美好想象。从心理学的观点看，

“两只鹅的爱情”乃是人的移情，

将人类的爱情观赋予动物身上，通

过想象加工出鹅的爱情故事，实

质上还是寄托了人类自�的情感。

“两只鹅的爱情”结局虽然不

太美好，走向了它们的宿命之路，

但留下的故事却给网友增添了无穷

遐想，也算是物有所值�。爱情，也算是物有所值�。爱情

童话只是给人们植入希望，诸如

美人鱼、灰姑娘、睡美人等爱情，

只是艺术创作而成，离真实的人

生遥不可及，才会激发无数人的

幻想。

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俗世上，

纯粹的爱情本已�来�难�，不少已�来�难�，不少，不少不少

甚至是�杂了物质、��利益的感是�杂了物质、��利益的感

情纠葛，当然最普遍的则是平淡

的婚姻、家庭，或许这才是人类

的宿命�。

“鹅的爱情”�������的��的爱情”�������的���������的��

■教育评弹

压岁钱就是一笔教育资源
文 / 屈正州
对孩子们来说，春节除了

有�有喝有玩，还有压岁钱可

以拿。最近，启东近海镇一个

10 岁男孩亮亮收到了不少压岁

钱，加起来有好几千块。然而，

红包还没��，就被������，就被�����，就被����

全部“没收”了。他以离家出

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

（2 月 17 日《现代快报》）
过年了，孩子们或多或少都

收到一笔压岁�，怎么处置这笔

�，确实不容回避。家长们像亮

亮父母这样将压岁�悉数“没收”

的，想来也不在少数。这种代管

方式，在家长看来合情合理，却

被孩子认为“侵犯”了自�的财

产权，亮亮负气出走或属极端个

例，但暴露出的问题却不容小觑。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很多

孩子，包括一些家长，似乎都将

接受亲朋好友馈赠给孩子的压岁

�，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而全

然忽略了压岁�本身所蕴含的意

义。压岁�“压祟”的传统寓意

中，原包含着长辈对�辈的美好包含着长辈对�辈的美好含着长辈对�辈的美好

祝福和期许，现如今，由于传统

的式微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

孩子全然领会不到来自长辈这笔

馈赠所蕴含的情感意蕴。没有感

恩意识，也就不会慎重对待这笔

�，进而合理支配它。只求索取，

不知感恩，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健

康的观念。

回到正题，家长�俎代庖“没

收”孩子的压岁�，有着怕孩子

乱花的足够理由。对于少数孩子

来说，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但

同时也应看到，对于大多数孩子

而言，这种做法弊大于利，对孩

子自立自强和理财能力的养成，

并没有益处。比如说亮亮，他已

经10岁了，按照《民法通则》的

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

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

活动。就压岁�的处置来说，家

长可以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

提出一些可取的建议，如购买必

要的生活或学习用品，或者为其

办理银行账户储存起来等。即使

是未满10周岁的孩子，其作为

被监护人的权利还是应保障的，

压岁�既然是长辈给的，就属于然是长辈给的，就属于是长辈给的，就属于

孩子的个人财产，家长可以代管，

但不由分说将其悉数充入“家库”

随意支取，肯定是不妥的。

家长动辄“没收”孩子的压岁

�，说到底，还是将孩子的事务

悉数包揽的包办心态，其初衷或

许不坏，但对孩子的成长未必就有

益。就压岁�来说，家长与其当一

个大包大揽的管家，莫如当好孩

子的“理财顾问”，为其制定一个

充分实现其最大价值的理财规划，

让孩子从中学会精打细算，远近兼

顾，这对养成孩子的独立意识和

理财观念，都大有裨益。

一笔压岁�，就是一笔丰厚

的教育资源，就看家长能否理性

地挖掘出其价值。

■社会观察

“探亲假”������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