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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片就像麦当劳，顿顿吃肯定

会觉得腻了，观众自然会回来吃中餐。

其实，这些年，国产电影在学习好莱坞等

世界先进上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在特

技、效果等方面。

——北影院长张会军表示不害怕

中美电影合作协议

原来定的稿费的标准过去快 20 年

了，这个标准很低。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

局局长柳斌杰12日做客中央台直播间，

表示稿酬标准将调整。

9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副总理

王岐山参加山东团第五小组讨论时，建议地

方官员不要在会议上汇报成绩，要多提建议，

作为人大代表，参与审议工作的讨论，就是有

机会接地气儿。（3月12日《大连晚报》）

找准了病根，才能开对药方。这个道理

并不深奥，可惜明白的人实在不多。一些人

只爱看优点，不爱看缺点；只爱听表扬，不愿

听批评。尤其是对人民代表、委员和新闻媒

体的批评更怀有抵触情绪，要么否定事实，要

么敷衍塞责，强调客观。这样一来，一些暴露

或潜在的问题往往被忽视或被掩盖了，最终

导致病入膏肓，无法医治。究其根源，关键是

“遮丑心态”作祟。“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

还腐烂着”（鲁迅语）。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

想。“倒不如无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

好”（鲁迅语）。

敢于“亮丑”，能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

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宰相肚里能撑船”

的胸怀，强调的是一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彰显出来的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高

度负责的精神。当然看到了“丑”，还得勇

于“改”，善于“改”。这才是我们对“亮丑”

应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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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啃老族”福利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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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包办工作”
也是一种家庭冷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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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中国

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

“老养小”现象，30%左

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

供养。全国政协委员、

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景天魁则提出《关

于激励啃老族自立自强的提案》，鼓励他

们自强不息——针对初高中毕业生，特

别是大学毕业生开展积极的职业培训和

就业督导，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而对

于屡次拒绝就业建议，长期赋闲在家的

年轻人，他则建议，“取消其享受各种社

会福利的资格，以起到鞭策作用”。（3月

12日《广州日报》）

“啃老族”经常被认为是对社会竞争

的逃避和典型的不劳而获行为，更甚者，

认为其势必会影响社会的进取心和奋斗

精神。乍一看，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

会问题，但是哪个青年不愿意多挣一些

钱来改善自身和家人的生活呢？

不要急于拿起批判的如椽大笔，不

必急于苦口婆心地说出你要上进之类的

貌似正确的话语，应该指出的是，啃老现

象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人口与资源矛盾

的产物。

首先，啃老是个国际化现象，英国专

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结束以

后，不升学也不工作，仍然靠父母生活的

年轻人。法国用袋鼠族来形容这类人，

美国将之称为“银餐具综合征”，而德国

则称之为赖巢族。

其次，啃老基于以下这样一个事实：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

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当抛弃了

“低工资、广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模

式后，并没有及时拿出高工资、广就业的

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式。应该说是“改革

的阵痛”导致了“啃老族”的出现。啃老

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应该承认，85 后、90 后，独生子女生

活成长条件较先辈们优越，对就业具有

更高的期望值，如果没有满意的工作，他

们宁肯成为“啃老族”。对此应该给“啃

老族”提供就业的机会，至少要给他们提

供施展才能学有所用的机会，不如此，反

过来却谴责“啃老族”啃老，则失去了客

观公正的原则。

“啃老族”是在现阶段有大批过剩劳

动力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是

社会自发调节的次优选择。要彻底解

决，应该从产业结构调整着手。本来是

《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而社会

没能够完全落实，该责怪的自然不能是

啃老族。

来自河北的刘喜梅 3 年来 10 次来

到重庆，劝儿子回家，像其哥哥一样进

入国企工作，端上铁饭碗。（今日本报

15版）

在当今社会，包办婚姻已经不再流

行，而包办工作却成了一种趋势。显

然，由父母强求儿子进国企工作引发的

这场家庭纷争，就是父母包办工作的又

一个现实标本。应该说，父母关心、甚

至规划儿子的工作，其本身没有恶意。

问题是，父母违背儿子的意愿，并采取

各种粗暴手段，甚至几乎自虐的方式，

去干涉儿子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家庭

冷暴力了。而且，这种冷暴力，给所有

家庭成员的身心及亲情均造成了伤

害。

在国内，孩子从小到大始终是父母

的掌上明珠，吃饭怕噎着，外出怕车碰

着，交友怕学坏了。更有甚者，一些经

济条件好的家庭，父母早已为孩子置好

了房，联系好了工作，准备好了存款。

处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有的孩

子把父母作为“靠山”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这场家庭纷争的产生，值得部分

父母反思。职业选择，还是让子女自己

来掌舵 。子女“被安排”过度了，也会

出现很多后遗症，甚至会引发家庭纠纷

和悲剧。如果我们还继续沿用传统的

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孩子 20 多岁了

仍然要靠父母包办工作、生活上的许多

事情，那可就真应了一名老外的那句话

——“这真是中国学生的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