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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晶晶

岁末年初，年度流行语、年度词的盘点

频繁出现于各类榜单。不过，年年岁岁花相

似 ，要 问 职 场 人 最 怕 看 到 哪 个 字 ，开 会 的

“会”字必定高居榜首。

晨会、晚会、周例会、月度会、报告

会、交流会、通气会⋯⋯开完全员会还有

小组会，那真是会又生会，子子孙孙无穷

尽也。眼见春节假期临近，有望游出“会

海 ” 的 打 工 人 ， 等 来 的 却 很 可 能 是 终 极

“社死”现场——年会。

作为资深职场人，我对年会这个词的

组成很有意见。明明与“年”相关的词都特

别美好，例如新年、年假、年货、过年，实在

不行来份年糕，也足以让人满足口腹之欲

啊！为什么非把“年”与“会”组合在一起呢？

网络平台有人提问：“为什么有些人不

想参加公司年会？”高赞回答道出不少人欲

语还休的心里话——被迫演节目，彩排赶通

宵；节目很三俗，奖品抽不到；轮流表忠心，人

人喊口号；喝酒要陪好，整程陪着闹⋯⋯

前几年，年会低俗之风一度甚嚣尘上。

南 昌 某 家 公 司 的 年 会 为 了 输 出“ 狼 性 文

化”，在年会现场让所有员工两两对跪、互

扇耳光。此处，必须借李安导演的表情包一

用——“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借年会

之际，逼员工扮丑，这不是什么公司文化，

这是公司没文化。

更有甚者，一些公司年会中设计了性

暗示意味很强的游戏环节。个别油腻领导

借机占小便宜，对女员工上下其手。让节操

碎一地的年会，究竟满足了谁的恶趣味？

有人说：“好公司的年会是领导扮丑娱

乐员工，差的公司是员工扮丑娱乐领导。”

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成功的年会并

非扮丑才能办好，关键是要认清楚“谁是主

角”。只有抓住了核心矛盾，年会才不会变

成员工的负累。

其实，年会到底该谁说了算？年会到底

应该怎么办？问题的答案都很明了，那就是

尽可能地征求员工意见，拒绝领导们一厢

情愿，寻找打工人对年会认同的最大公约

数——如果多数员工想要运动放松，那策

划冰雪运动或是户外团建的选择都不错；

如果年轻员工占多数，来一场剧本杀主题

的年会，不失为创新之举；如果已婚已育的

员工居多，公司埋单定下亲子酒店，也能赢

得欢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年会想

办好，站在员工的角度出发，一定错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最近“奇葩年会”的新

闻似乎越来越少。这是公司“卷不动”了，还

是员工用脚对“年会恶搞”投票？在笔者看

来，对“卷”说不，既是尊重员工的表现，更

是企业文化日臻务实成熟的象征。

现 实 中 ，不 少 年 会 悄 然 实 现“ 华 丽 转

身 ”，也赢得员工一片叫好 。例如，疫情以

来，一 些 年 会 从 线 下 搬 到 了 线 上 ，办 起 了

“云年会”。在虚拟时空里，人和人的距离反

而贴得更近了，因为少了拉壮丁式表演，但

该有的丰厚福利奖品并未缩水。

多些关心少些折腾、多发福利少画“大

饼”，不管是年会还是其他形式，尊重员工

才能赢得员工认同。与此同时，想要提升企

业 凝 聚 力，靠 的 也 绝 非 一 两 次 年 会 的“ 表

演”，而是真正将尊重二字融入企业文化，

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在工位小舞台上“自信

放光芒”。

不搞低俗年会是企业应有的成熟

□ 夏熊飞

年的脚步近了，人们如何过年、通过过

年产生怎样的获得感，终究落到对“年味”

二字的感受上。年味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人人都有不同的体会，年味浓或淡似乎是

个玄而又玄的问题。

在 80 后、90 后一代的记忆里，小时候

期待穿新衣、吃美食、放爆竹的年味，快乐

而单纯。然而，在物质充盈的今天，从前过

年才能拥有的快乐如今大多唾手可得，早

已不再稀罕。逐渐长大成人的 00 后，更是

少有物质贫乏的体验和记忆。

年还是那个年，小时候过年的标配现

在都可轻易安排上，年味却让有的年轻人

觉得欠火候差那么点意思。

年轻人究竟期待怎样的年味呢？

我觉得年轻人期待的年味，首先要有

合理充足的假期安排和时间保障。除夕当

天才正式放假，很多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

可能连家里的团年饭都赶不上，除夕有半

天甚至一天时间都在奔赴回家的路上，这

样的仓促让很多人感到疲惫与奔波，年与

年味似乎只是成了陪衬。

优 化 春 节 放 假 安 排 ， 鼓 励 有 条 件 的

用 人 单 位 错 峰 安 排 员 工 休 假 ， 让 回 家 过

年 的 步 伐 从 容 些 ， 是 不 少 职 场 年 轻 打 工

人的心声。

年轻人心目中的年味应当是有些传统

味道的。一年到头在外地大城市打拼，过

年回家当然还是想重温下故乡特有的风情

与年俗。不过，现在一些乡村逐步向城市

“看齐”，这是乡村发展的成果，但在此过

程中，很多民俗与传统也被不知不觉地遗

弃和淡忘。

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唱大戏等传统

活动，在一些农村地区有消隐之势，登门拜

年等传统习俗似乎也越发式微，大家整个

春节期间的活动无非就是打麻将或拿着手

机玩游戏、刷短视频。乡村过年活动的丰富

性与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可自身独特的

内涵和魅力日渐消退，如此年味又如何能

激起年轻人的共鸣？

传统年俗需要坚持，但过年返乡，也不

该成为年轻人难以承受的人情负担。

各种红包以及可能过完初二就开始的

各类结婚宴、满月宴、周岁宴，大有把一年

躲过的人情债一次性全部收回的意味。“红

色炸弹”加上往返路费，过个年可能要花费

两三个月的工资，这样的年对年轻人来说

恐怕更多是压力。大家更期待真情实感的

年味，得以慰藉这一年疲惫漂泊的心灵。

时代在变，年、年味当然也会相应跟着

变化，延伸出许多新的内涵和年俗。不过，

说到底年俗只是人们表达情感的载体。近

年来，一些打破时空局限的网络新年俗，让

更多亲朋好友在线上欢聚一堂，这同样是

年味的表达。

古老的节日，如何在年轻人眼中焕发

新生？一方面，过年方式要进一步契合现代

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时俱进才能满足大

家对年味的期待；另一方面，传统的内核也

应保留传承好，否则春节就有可能失去其

最本质的内涵与吸引力。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今年或许会是不

少年轻人第三次选择就地过年，这难免让

他们对年味产生新的审视与期待。无论是

对于坚持返乡的游子，还是因为各种原因

就地过年、无法回到家乡的年轻人，社会和

有关部门都要尽一份关怀和爱护，努力创

造祥和的过年氛围，让年轻人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浓烈的年味。

年轻人期待怎样的“年味”

□ 胡 波

近日，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八部门印发新修订的 《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着

眼于实习全过程，针对关键节点，通过

1 个“严禁”、27 个“不得”为实习管

理 画 定 了 “ 红 线 ”， 明 确 了 行 为 准 则 ，

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不得

安排与专业无关的简单重复劳动、高强

度劳动，明确实习单位应给予学生适当

实习报酬。

近些年来，职校生实习成为社会关

注 的 热 点 ， 诸 如 “ 强 制 实 习 ”“ 黑 中

介”“贩卖劳动力”等负面评价时有出

现，不仅影响职业教育的整体形象，也

对技能型人才培养带来伤害。

针对职校生实习的一系列不规范现

象，有关部门一直在探索，为实习工作

的开展、学生权益的维护建章立制。从

2012 年 教 育 部 会 同 财 政 部 、 中 国 保 监

会等部门建立全国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

任保险示范项目，到 2016 年教育部等

五部门联合印发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再到如今教育部联合八部门

印发新修订的 《规定》，充分彰显了国

家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职校生实习一再出现赚“人头费”

的 强 制 实 习 乱 象 ， 背 后 原 因 有 其 复 杂

性。一方面，一些职业院校对实习的性

质与意义认识不到位，并未将实习视作

教 学 活 动 的 环 节 之 一 。 职 校 生 参 与 实

习，既是专业学习和技术技能训练的必

备途径，也是提前熟悉岗位、融入社会

的重要方式，一些职业院校受到利益驱

动，打着实习的幌子谋劳务输出之实，

歪曲了实习的本意。

另一方面，职校生实习乱象也凸显

一些职业院校办学质量和内涵的“空心

化 ”。 众 所 周 知 ， 产 教 融 合 、 校 企 合

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本

科教育的核心。然而，一些职业院校的

专业内涵建设空洞，在校企合作的探索

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参与人才

培养的积极性不高，校企融合、实践教

学流于形式。学生实习成了被打包送上

“流水线”，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劳动。

由 于 职 校 生 实 习 管 理 涉 及 主 体 众

多、工作链条长，牵涉方方面面，需要

诸多部门和全社会形成合力。过去，由

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再加上

受职权限制，监管部门往往“各扫门前

雪”，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

到，存在权责不清、多头管理的状况，

一些职业院校则不以为意，大张旗鼓地

推行强制实习。

此 次 ， 教 育 部 等 八 部 门 新 修 订 的

《规定》 不仅增加了维护职校生权益的

诸 多 条 款 ， 比 如 ， 满 足 家 长 的 知 情 权

及 学 生 的 选 择 权 ， 配 套 发 布 《实 习 协

议示范文本 （试行）》，为实习各方签

订 实 习 协 议 提 供 示 范 指 导 等 ， 还 明 确

了 八 部 门 各 自 的 监 督 职 责 ， 足 以 体 现

出 面 对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新 形 势 、 新 情

况 、 新 要 求 ， 管 理 部 门 对 职 校 生 实 习

本 质 规 律 和 管 理 规 范 的 认 识 有 了 更 高

层次、更全面的深化。

毋 庸 置 疑 ， 新 修 订 的 《规 定》 为

职 校 生 实 习 管 理 套 上 了 制 度 规 范 的

“ 笼 头 ”， 但 也 要 看 到 ， 从 一 纸 文 件 的

规 定 到 国 家 政 策 真 正 地 落 地 生 根 ， 还

需 要 学 校 、 企 业 和 诸 多 管 理 主 体 之 间

充 分 落 实 和 协 调 ， 真 正 从 职 业 教 育 教

学 的 本 质 规 律 和 需 要 出 发 ， 提 升 办 学

质 量 和 专 业 内 涵 ， 对 学 生 实 习 过 程 中

暴 露 的 问 题 依 法 依 规 追 责 ， 切 实 促 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严禁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实习
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 周俊生

在 1 月 24 日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召 开

的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情 况 发 布 会 上 ， 工 信

部 副 部 长 徐 晓 兰 介 绍 了 我 国 促 进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的 有 关 情 况 。 针 对 今 年 发 展

中 的 新 困 难 、 新 问 题 ， 工 信 部 将 更 加

精 准 出 台 一 系 列 政 策 ， 坚 持 稳 中 求 进

总 基 调 ， 着 力 推 动 中 小 企 业 平 稳 健 康

发 展 。 会 上 ， 徐 晓 兰 透 露 ， 今 年 要 新

培 育 3000 家 左 右 的 “ 小 巨 人 ” 企 业 ，

引发不少关注。

对中国经济而言，中小企业的重要

性无需多言。正如徐晓兰所说：“中小

企 业 好 ， 中 国 经 济 才 会 好 ； 中 小 企 业

稳，宏观经济大盘才会稳。”中小企业

虽然不像大型企业那样可以在一个地区

或一个行业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但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可以伸入社会的方

方面面、角角落落。不论是维系社会运

行还是填补市场空缺，不论是满足民生

所需还是拉动民众就业，中小企业都能

产 生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去 年 1 月 到 11
月，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7% 、

28.2%， 最 近 两 年 平 均 分 别 增 长 9.8%、

17.1% ， 这 些 数 据 都 远 高 于 我 国 同 期

GDP 增速，充分体现了中小企业的韧

性和活力。

相比于体量庞大的大型企业，中小

企业在经营中也有自己的劣势。最近两

年，疫情起伏反复，对企业经营产生了

极大影响，有的企业甚至由于市场消失

而不得不关闭。为此，中央和地方各级

政府部门推出了不少针对性措施，帮扶

中 小 企 业 。 尤 其 是 各 种 惠 企 政 策 的 落

地，对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帮助很大。今

年，经济发展仍存不少变数。对此，有

关部门既要坚持过去两年推出的一系列

惠企政策，也应对症下药，在特定领域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

中小企业的质量，让中小企业在社会经

济运行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工信部提出培育“小巨人”，无疑

为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注 入 了 一 针 “ 强 心

剂”。目标确立后，从什么样的路径实

施 和 推 进 非 常 重 要 。 从 工 信 部 披 露 的

信 息 来 看 ， 应 该 说 已 有 一 定 的 计 划 ，

如 加 大 纾 困 帮 扶 力 度 ， 深 入 实 施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赋 能 专 项 行 动 ， 促 进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网 络 化 和 智 能 化 转 型 ， 推

动 “ 一 纵 一 横 ” 强 链 补 链 固 链 稳 链

等 。 这 些 措 施 都 切 中 了 市 场 的 发 展 方

向 ， 也 切 中 了 中 小 企 业 的 薄 弱 环 节 。

除 此 以 外 ， 有 关 部 门 在 落 实 这 一 目 标

的 过 程 中 还 应 该 确 立 一 个 方 向 ， 那 就

是 加 强 对 民 营 经 济 的 支 持 ， 在 政 策 上

对其作出一定倾斜。

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社会各方已有充分认识。最近几

年，围绕着民营经济的起起落落，民间

有过担忧，但中央已多次表明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明确立场。我国的经济结构

要求公有经济唱主角，但民营等非公经

济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各

级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应体现出

中央对民营经济的原则性认识。疫情发

生后，各地政府先后出台了大量惠企政

策，但仍有不少民营中小企业难以走出

危 机 ， 也 说 明 民 企 需 要 得 到 更 有 针 对

性、更易触及的帮扶。

中小企业要成为“小巨人”，必须

立足市场、深入市场。在这方面，民营

经 济 对 市 场 环 境 更 熟 悉 ， 更 具 灵 活 身

段 。 因 此 ， 在 培 育 “ 小 巨 人 ” 的 过 程

中，向民营企业作出适当倾斜，特别是

把一些竞争性强的投资项目优先配置给

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将使中小企业扶

持工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让民

营中小企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健康运行

的重要力量。

培育民营企业“小巨人”
乐见更多政策倾斜

□ 林 笙

“可以与猛兽共眠的酒店”，你想入住

吗？你敢入住吗？

近日，江苏南通一家动物园内设酒店

的老虎观赏房引发热议。据报道，房间采用

防弹玻璃与老虎相隔，透过玻璃就能看到

老虎来回走动。工作人员表示，“虎景房”是

否要开，要等政府的通知。

根据该酒店开业时的宣传，不光计划

开设老虎客房，还打算开设长颈鹿、斑马和

狮子客房。这些设想确实赚足了眼球，也很

可能受到游客的欢迎和追捧。但是，游客有

必要进行这样的体验吗？如此“凝视”动物

真的好吗？

近年来，类似深度动物体验项目方兴

未艾，“长颈鹿庄园”“小熊猫庄园”等项目，

成为游客热衷打卡的“网红”酒店。江苏南

通这家“猛兽酒店”，很难说得上有多少创

新，不过是类似商业项目的简单复制。

应该承认，很多人有着与动物交流和

接触的爱好，这爱好既来自人类生存演化

的历史，也与城市居民匮乏的自然体验有

关 。其 中 ，最 典 型 的 莫 过 于 向 动 物 投 喂 食

物。动物园里的违规投喂行为屡见不鲜，给

动物健康带来显著威胁。

从早期出于生存目的的猎杀，到工业

化 时 代 人 类 活 动 对 野 生 动 物 栖 息 地 的 破

坏，到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共识，人

与野生动物的相处模式发生天翻地覆的转

变。“猛兽酒店”是否能被允许，本质上就是

人与动物如何互动的问题。

众所周知，动物园有两大基本功能，

一是立足于物种的保护，二是在保护的基

础 上 开 展 科 普 教 育 。 而 在 动 物 园 里 开 设

“猛兽酒店”，既对动物保护毫无裨益，也

并非科普教育的正确方式。

游客与猛兽“同室而居”，即便在安

全上做足保障，也难免产生紧张情绪。说

到底，开设类似“猛兽酒店”，只是经营

方为营利制造的噱头。把动物“圈”在一

个狭小的空间，令其被迫与客人“大眼瞪

小眼”，难免影响动物行为，破坏其有规

律的生活。

当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不意味

着 人 与 自 然 完 全 隔 绝 。 只 要 遵 循 科 学 方

法，人类依然可以走进自然，与野生动物

进行适当的互动。比如，在一些自然保护

区，在生态承载力允许范围内，人类可以

适度进行参观，远距离了解动物习性，进

行拍摄记录等旅游活动。

近年来，随着生态恢复和种群增长，一

些野生动物也“闯入”传统上人类居住的地

区。比如，一些候鸟会到城市的公园里避寒

过冬，与游客发生互动。去年，来自云南普

洱的野生大象一路逛到昆明城郊，也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鲜活案例。

野 生 动 物 是 属 于 自 然 的 ， 不 管 用 什

么 形 式 保 护 动 物 ， 其 最 终 目 的 应 当 是 让

其 回 归 自 然 ， 在 原 生 栖 息 地 自 由 生 长 。

如 今 ， 一 些 人 把 野 生 动 物 当 成 玩 物 ， 不

仅 扼 杀 了 它 们 固 有 的 野 性 ， 也 违 背 了 动

物保护的宗旨。

开“猛兽酒店”招揽游客 并非动物保护的正途

□ 朱昌俊

受疫情影响，这个春节能不能回家过

年，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件相当不确定的事。

不过，一些地方对在外游子的回应，让人看

到了更多希望。

日前，有在外地工作的宁波网友发朋

友圈称：“破防了，每天都在担心过年能

不能回家，一大早接到宁波防疫办电话，

说 看 到 机 票 信 息 ， 提 醒 要 做 48 小 时 核

酸，路上做好防护，欢迎回家过年”。此

前，也有一位行程码带星的网友分享了浙

江某地疫情防控办的温暖回应：“可以回

去 ， 中 高 风 险 地 区 也 能 回 去 ， 只 要 提 供

48 小时内核酸，除非是中高风险区里全

域 封 闭 管 理 的 街 道 回 去 的 ， 才 要 集 中 隔

离。”工作人员还问他：“想家了吧？多久

没回来了？想回来就回来吧”。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中国人而

言，这是一种传承已久的情感需求，也赋予

了“过年”更多仪式感。当下，在疫情的影响

下，为了防控安全，回家过年当然必须遵守

相应防疫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防疫和回

家必须对立起来。从上文提及这些地方的

回应来看，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尽可能满足

在外游子“回家过年”的朴素愿望，并非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再次重申，对于来自不同风险区域的返

乡群众，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落实防控措

施，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防止层

层加码。这一表态，体现的是疫情防控工作

与社会正常运转的平衡。一方面，这需要各

地在制定政策时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另

一方面，这也对各地精准防疫的能力提出

了更多要求。

疫情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一个个普通

个体的付出与牺牲，正是为了我们能早日

回归正常生活。春节期间正常流动、返乡，

正是许多离乡游子最真挚的愿望。为人们

安全、便利返乡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过年团

聚不再是一件难事，本就该是常态化防疫

工作的内在追求。与之对应，层层加码、蓄

意刁难返乡者的做法，从来不是防疫工作

的“正道”，也注定不得人心。

与一些地方“想回来就回来吧”的暖心

回应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们也看到一些

地方动辄对返乡者以隔离相威胁，甚至对

在外的游子恶语相向。这不仅是在给人们

的返乡之路添堵，将防疫与社会正常需求

对立起来，也有违科学、精准的防疫原则。

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每一位

漂泊的游子都值得被善待。这样的常识，在

今天尤其需要强调。人们想要回家过年，是

十分正当的诉求，这项权利在当前的特殊

情况下难免要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限制

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依法依规。个别地方

随便“拍脑袋”，想出一个“土政策”就说了

算，不仅不够人性化，也有违法之嫌。

一边是“想回来就回来吧”，一边是“一

刀切”，政策的温度、防疫的能力，对比之间

高下立判。疫情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已然很

大，不讲科学、缺乏关怀的返乡政策，可能

进一步放大疫情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多地防疫部门“欢迎游子回家过年”的

态度，向社会示范了最好的春节防疫“打开

方式”，也证明严格防疫同样可以保有人性

化底色。对于这样的暖心举措，不能止于个

体的“破防”，各地有关部门也应有所触动，

为在外游子安全返乡创造更多便利。日前，

河南信阳出台政策，明确要求：不得随意对

证码查验合格但健康码带“星号”的人员劝

返。春节越来越近，乐见更多地方向在外游

子敞开怀抱。

欢迎游子回家过年：有温度的政策更暖心

□ 杨鑫宇

上周，光明日报客户端一篇题为《“女

性 终 生 不 婚 可 能 性 上 升 ”须 思 成 因》的 微

评，以短短 300 余字的篇幅，收获了上亿阅

读 与 超 过 10 万 次 转 评 。在 微 博 等 社 交 平

台，各路网友围绕这篇微评引出的话题，对

“不婚”各抒己见。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原文表达的观

点，对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面

临的婚姻压力，不同人的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都真真切切

地在网络舆论与现实生活中观察、感知到

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选择“不婚”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俗语反映

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婚恋观。事实上，不仅是

中国，向前追溯几十年，全球各国的主流观

念，几乎都认为结婚成家是理所应当的事。

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婚姻依然

是年轻人的普遍追求，但“不婚”已不再不

被接受。从这个角度上看，“不婚可能性上

升”不只是个人选择的变化，也反映出社会

对婚姻属性的认知变迁。

“不婚”的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

为它不仅仅是个人私事，更是值得关注的

社会问题。一些年轻人不把“不婚”当回事，

不代表人人都不拿“不婚”当回事。一方面，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年轻人的结婚

意愿与生育率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个人是

否组成家庭，也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固程

度。在这两重因素的影响下，就算有些年轻

人不想结婚，也会有人替他们着急。婚姻到

底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正是双方之

间的根本分歧。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制度的演进，

个人生存能力与能得到的保障越来越多，

对家庭纽带的依赖自然相应降低。远古时

代 ，人 们 唯 有 结 成 氏 族 方 能 幸 存 ；中 古 时

代，背靠宗族、家族的人明显更有竞争力；

近代以来，结构简单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

基本社会单元；而今，即便没有配偶，独立

生活的个人也能养活自己，并具备一定的

社交资源与风险抵抗力。

在这种情况下，就个人而言，结婚会从

“必需品”向“非必需品”过渡；就现实而言，少

数人不想结婚，并不会对社会结构造成过大

的负面冲击。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结婚给男

女双方造成额外负担，变成一种“奢侈品”，结

婚与否便不再单纯与个人意愿有关，而变成

了一个需要权衡利弊、平衡损益的问题。

近些年来，结婚、生育的成本日益走高，

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所说的成本不只是

钱，同时也包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个人发

展成本等隐性要素。面对形形色色的成本，

承担生育使命并被社会赋予“母职”的女性，

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更容易萌生“不婚”的

想法。而在另一方面，受到“天价彩礼”等因素

影响，男性同样可能产生“不婚”的念头。

在婚恋问题上，社会一方面要尊重个

人选择，让年轻人自主安排自己的人生，另

一方面，也应尽可能为他们清除婚育路上

的障碍，避免年轻人在压力之下形成“被动

选择”。对那些在重重压力之下，一边说着

“不婚”，一边又对成家有所期待的年轻人

而言，社会还需用实际行动给他们以支持，

让他们如愿以偿。

那些说“不婚”的
年轻人想要什么

日前，多家游戏平台公布“未成年人寒假限玩日历”，限定未成年人寒假能打游戏的总时长和开放时段。对此，家长们一片叫

好，但也有家长表示，“不要指望一两个游戏平台改变小孩”。（《钱江晚报》1 月 24 日） 漫画：徐 简约法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