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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三江热议

随想杂谈

投
稿
邮
箱nbwbplpl@ 163 .com

“开门当秘书，关门当领导”。基层的笔杆子，大
多集中在办公室、政研室、秘书处（科）和综合处（科）
等。这个活的确不好干，一些被领导倚重的笔杆子整
天埋头码字，没时间学习和调研，只能从材料中来，到
材料中去，在形式上下功夫，久而久之自己也变成了

“空心笔杆子”。 1月2日新华社

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调查就没有说话权。
朱慧卿 绘

男性陪产假
不能只是一个“画饼”
丁家发

18岁照片何以刷屏朋友圈？
苑广阔

基层不需要“空心笔杆子”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何以感人
陈广江

图说世相

最近几年，男性陪产假是一个讨论
较多的话题。尽管一些地方在地方立
法中都明确了男性陪产假这一假期，但
一直面临“落地难”的问题。前不久，有
消息称江苏省拟立法明确男性共同育
儿假，在男性陪产假的基础上增加假
期。这一消息再次将男性依法请假照
顾妻子、孩子这件事情推到舆论前台。

1月2日《法制日报》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在立法中明确

男性陪产假的初衷是好的，这是对妇女
生育的高度重视，也是解决生育陪护问
题的一项惠民举措。然而，这一假期在
现实生活中的落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如
江苏省立法明确的男性陪产假从最初
的“强制”实行，到如今的“倡导”，就充
分说明男性陪产假落实的难度相当
大。试想一下，红头文件“强制”实行的
假期都无法落实下去，如今改为“倡导”
实行的假期，能否真正落实也就可想而
知了。如果男性陪产假的政策只停留
在纸面上，就没有了任何的实际意义，
这样的“画饼”不要也罢。

一般情况下，“吃财政饭”的政府机
关及事业单位，实行这一假期没有多大
的阻力。主要在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民
营企业里，他们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
通常不会“配合”地方政府来实行男性陪

产假，因为这样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用
工成本，对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来说是
难以承受的。因此，男性陪产假难以落
实的症结，恐怕主要还在于地方政府部
门，政府部门仅出台男性陪产假的政策，
却没有配套措施或政策予以支持，再加
上没有强制实行的举措，企业大都不会
去“买政府的账”，男性陪产假也只能成
为一个“画饼”，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出台类似男性
陪产假的惠民政策，就应该有配套措施
来保证政策的落实。比如实行男性陪
产假的企业，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上报
享受男性陪产假的具体人数，企业因此
造成的损失可以由政府统一来买单，以
减轻企业的用工成本；或对落实这一假
期的企业，在税费减免、贷款利率优惠
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让企业能
得到相应的实惠等等，当企业实行男性
陪产假不会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甚至
还能得到一些额外的补偿时，相信男性
陪产假不需要任何强制实施的措施，也
能在企业得到很好的落实。

总之，好事一定要办好。但愿地方
政府能换位思考，多为企业的利益着
想，通过配套政策或措施的支持，让类
似男性陪产假的惠民政策能实实在在
落实下去。

这个跨年，你的朋友圈里最高频的
数字一定是“18”。平时拿着保温杯，
张口闭口不离枸杞与养生的网友，竟然
齐齐晒起了自己的18岁旧照。不论是
花甲之年怀念芳华岁月，还是三十而立
追忆青春旧时光，“晒18岁照片”的网
络游戏，让2018年开年平添了几分怀
旧的味道。 1月2日《扬子晚报》

晒照背后的梗其实很简单，那就是
2017年12月31日，最后一批90后将度过
他们18岁的生日，迎来自己的成年礼。而
对于手捧保温杯的中年大叔，或跳着广场
舞的中年大妈，他们借助90后的成年礼晒
出自己的18岁照片，则更多的是一种怀旧。

而这种回忆的背后，则掺杂着更为
复杂的情绪，比如理想实现之后的志得
意满；比如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无
奈与感伤。当然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不
管18岁时的理想和志向是什么，现在最
要紧的是过好眼下的生活，房子的贷款、
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等等，都是中年

男女需要考虑的事情，需要奋斗的方
向。在努力着，奋斗着，忍受生活苟且的
同时，还能有闲心和闲钱去追寻一下诗
和远方的田野，已然是幸福的人生。

18 岁当然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年
龄，那时候身体正健壮，理想正丰满，但
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去回忆 18 岁，几乎
人人都有很多遗憾，比如一段被老师棒
打鸳鸯散的懵懂恋情，比如被父母强行
篡改的大学志愿等等。

但只要我们的内心是阳光、积极、
健康的，只要我们的品质是善良、温暖、
坚强的，恋情可以被打断，志愿可以被
篡改，人生的初心，却可以永远保持，并
且最终化为奋斗道路上的雄心，成为我
们前进的动力。

这场集体行为艺术般的晒照热潮，
正在渐渐退去，而不管是被抢了风头的
真正的90后，还是中年男女，最需要做
的还是着眼于当下，承担起自己应该承
担的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走好人
生的每一步。

“当年她养我女儿们的小，如今我们养她的老，天经地义。”
2017年12月18日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文
艺新村社区，81岁的孙锦秀老人见到记者时说。从上世纪60年
代初起，孙锦秀和家中保姆王秀英在一起生活了近55年。王秀
英今年101岁，被孙锦秀奉为“母亲”。 1月2日《人民日报》

几年前，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的《桃姐》,讲述了一名保姆在
雇主家“服役”60年,中风后被少爷反过来照顾的故事。艺术源于
生活，孙锦秀一家和保姆之间半个世纪的情缘故事，堪称现实版

“桃姐”。“你养我们的小，我们养你的老”，一语感动无数人。
两位普通老人的故事何以触动人的泪腺？仅仅是“好人遇

上好人，温暖了更多人”这么简单吗？事实上，类似现实版“桃
姐”的故事，有多种解读方式，能带给人多重启示。

首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是传统孝文化最自然最直观
的呈现，也是天下儿女共同的心愿。

其次，许人一言、千金不移，是最好的家风家训。当年，王秀
英为孙锦秀一家立下汗马功劳，孙锦秀承诺：不能丢下这位孤寡
老人不管。一句口头的承诺，孙锦秀和女儿用行动践行了37年，
一家人接力半个世纪赡养老人，演绎了互为“保姆”的人间佳
话。孙锦秀老人的一言一行就是无字家训，足以恩泽子女。

再次，将心比心、方得人心，这应该成为家政从业人员的共
识。近年来，很多人感叹，遇见一个好保姆几乎完全靠运气，媒
体上时有出现各种“毒保姆”报道，甚至还有极端的“保姆纵火
案”。被“东家”奉为家人的百岁王秀英老人告诉同行：换位思
考、以心换心，就足够了。

最后说说为人处世之道。真正的情商应该以善良为底色，
世界终会善待每一个善良的人。大道至简，知易行难，但愿“你
养我小，我养你老”的故事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