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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

网友“无烟”：现在有不少年轻

人，依赖性非常强，离开父母什么

事都办不成，靠爹娘买房买车，结了

婚还向爹娘伸手。当初我从农村考

大学到了城市，大学毕业留在城市

自己打拼，连学费都是靠自己勤工

俭学，毕业后更是没向爹娘要过一

分钱。事业有点眉目就结婚，也没

要爹娘操一点心，后来孩子也让我

老婆在家带，现在过的也很好。

人必须要有独立意识，要有自

立自强的精神。我觉得这些依赖

性强的年轻人，都是让他们的父母

给惯的，这些父母也该清醒了，没

有谁能照顾孩子一辈子，必须得让

儿女学会独立，学会照顾自己。

反方：

网友“浅唱低吟”：我觉得用

“断奶”来表述这个问题是不准确

的，可能有少数人，确实非常依赖父

母，就是“啃老族”，但大多数人还是

上进的，并不是太依靠父母，并不是

说买房买车父母给钱了，或者父母

帮忙带孩子，就是“断不了奶”。拿

我来说，我是独生子女，农村长大，

大学毕业后留在合肥工作，3年前买

的房子，父母支持了10万元。现在

我们一家三代住在一套130平米的

大房子里，我和妻子努力工作，父母

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我绝对不认为这叫做没“断

奶”，如果把父母留在老家农村，万

一生病了，谁来照顾他们？老人家

难道不想念孙子？这就是一种和

睦的三代同堂，既享天伦之乐，又

节约生活成本。 记者 王涛

论战 没“断奶”≠不孝敬
抛出“80后”难以“断奶”话题之

后，记者以随机采样的方式听取多

位网友的意见。采访中发现，两种

观念“交锋”激烈。一种观念对无法

“断奶”的“80后”进行谴责，认为他

们依赖性太强，持这种观念的网友

大多为70后以及40岁以上人群。

而另一种观念认为，“80后”大

多是独生子女，虽然老人在经济上

和生活上帮助他们，但绝对不能用

“未断奶”来形容，这种观念的支持

者大多为“80后”以及更加年轻的

“90后”。

社会压力大，父母想带娃……

“断奶”不是我想断，想断就能断
面对部分“80后”难以“断奶”的事实，不同人群的看法并不相同。旁观者

难以明白当事者的无奈，当事者又无法改变生存的环境。那么，难以“断奶”的

“80后”又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为“80后”默默奉献的爸爸妈

妈们又是怎么想的？身为“80后”，年轻人自己又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其实大部分未“断奶”的年轻人主要

体现在经济方面对父母的依赖。这是一

个社会性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人主观方面

找原因。

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购

房。年轻人初从业阶段赚钱较少、没有经

济积累，能够完全依靠自己在结婚之前买

房子的年轻人非常少，大多数人都需要父

母或多或少的援助。

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这种

社会现象的形成因素之一。30多年前，不

少家庭只有男同志上班赚钱，房子也是单

位分配的，妻子在家中负责做家务、带孩

子，也可以生活的很好。现在不同，城市经

济发展，消费提高的更快。以合肥为例，根据最

新数据，合肥的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4142元，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人工作的话，每个

月的工资还了房贷按揭2000元左右，剩下的根

本无法满足一个家庭的各种开支需要，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夫妻都工作，那么谁来忙家务？谁来

带孩子？只有请父母帮助。

从普遍状况来看，“断奶”不是完全能由个体

决定的，与社会发展水平也息息相关。作为70

末、80后或是90初，无需逃避这个问题，更无需

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

量帮助父母分担家务，经常陪父母聊天沟通，在

生活中多孝敬父母，让家庭更加和睦，这个问题

就会自然解决。

安徽省社科院专家 吕连生

经济环境变化
是重要因素之一

学者
声音

我经常往来于合肥与淮南之间，因为儿子

和女儿都在合肥工作。女儿的小孩已经1岁

多了，跟公婆住在一起，她自己在一家民办学

校当老师，家务和孩子都是公婆帮他弄。儿子

的小孩也快 1岁，实在太让我操心，我才 56

岁，头发都白了一小半。

因为儿子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好，上了一个

职业学院，毕业后也找不到好工作，我和他爸拿

出所有的积蓄再加上贷款，帮他买了一辆工程机

械，让他靠这个谋生。现在孩子大了，已经懂事

了，没日没夜地干活，累得又黑又瘦，我每次看到

他都心疼不得了。所以呢，我就经常来合肥，帮

他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有时候也带些钱给他。

我觉得“断奶”这个话题要分两边来讲。

一方面父母疼孩子是天经地义的，我攒的钱，

不给他花给谁花？帮子女忙家务、带孩子也很

正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退休之

后，在家里闲着也没什么事，带孙子也是乐趣。

另一方面，父母愿意是一回事，年轻人自

己更要有志气，不能凡事靠父母，要自立自

强。其实我虽然经常资助儿子，内心深处还是

希望他能够早日自立。

淮南某小学退休教师 董女士

虽然心疼孩子
还是希望早日自立

家长
声音

81年出生的张女士在一家国营外贸企业工

作，他的爱人在省城一家科研机构工作，虽然他

们也和父母在一起住，并且依靠父母带孩子，但

对于“断奶”这个话题，她有不同的看法。

张女士说：“现在的生活压力确实很大，

用‘断奶’来形容我们不太合适。确实有一部

分年轻人依靠父母生活，甚至连自己的生计

都难以维持，但也有很多年轻人很独立，不仅

能照顾好自己，还能把老人也照顾很好。我

身边还有一类人，一方收入比较高，另一方就

在家忙家务、带孩子，也生活得很好，不依赖

父母。所以说，要区分对待，不同的经济基

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状况，面临的情

况都不同。

另外，我觉得，不能说跟父母住在一

起，让父母带孩子，或者父母参与家里的经

济建设（比如买房、买车）就是没“断奶”的

表现。全家人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情，不

存在谁依靠谁。比如说，如果父母不给钱，

我可能买一套60平米的小房子，一家三口

居住。现在父母支持了，我就可以买一套

120平米的大房子，三代同堂，其乐无穷。

在此期间，父母自然就带孩子了。如果不

这样，即使是从父母的角度去考虑，让老人

家住在农村，一年见不到孙子一次，恐怕也

不是什么孝顺之举吧！

省城某外贸公司员工 张女士

和父母一起生活
也是一种孝道

80后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