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孩连续飞踹妈妈
应该引发全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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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王军： 近日， 一部仅有10秒
的视频引起网上热议。 视频中，
一名小男孩连续抬脚向自己的亲
妈飞踹了五脚， 伴随着怒吼， 情
绪十分激动。 据了解， 视频里的
这幕发生在广州某医院。 尽管站
在一旁的奶奶， 一直在阻止孙子
的暴力行为， 但小男孩依然我行
我素。 从视频中判断， 小男孩踢
打母亲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母亲
想阻止他玩手机。 真心希望这个
让人震惊、 寒心的事情能给我们
敲响警钟， 从而引发全民思考：
我们到底是如何爱孩子的， 我们
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教育好孩子？ 公租房温暖外来务工人员的心

■每日观点

张国栋： 日前， 有媒体报道
武汉10岁男孩玩了3次蹦床后 ，
松开腰带的一刻， 竟瘫倒在地，
最终诊断胸髓严重损 伤 ， 双 腿
失 去 知 觉 。 临 近 寒 假 ， 该 事
件 引 发 了 不 少 家 长 的 关 注 与
担 忧 ： 我 们 希 望 商 家 增 强 风
险 和 忧 患 意 识 ， 家 长 们 要 睁
大 眼 睛 ， 尽 到 看 护 的 责 任 。
同时 ， 更希望别让这类儿童游
乐设施成监管盲区。

正版教材贵
如今， 不少高校学生感觉购买正版教材的开销

大， 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通过网店、 二手书店或复印
店置办教材。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 对2001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 86.6％的受访者觉得高校正版教材贵， 52.5％
的受访者曾购买过盗版教材， 71.3％的受访者认为应
减少正版教材流通环节、 降低成本。 （1月10日 《中
国青年报》） □赵顺清

9日上午 ， 厦门公交 123路
“夫妻档” 驾驶员王民喜和关勇
君， 将一个 “福” 字贴在了位于
翔安新城洋唐居住区的新家大门上，
“身为外来职工， 能够入住公共租
赁住房， 真的很高兴！” 他们说。
（1月10日 《厦门日报》）

公租房于外来打工者来说 ，
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温暖。 如今的
高房价， 即使是二手房， 于打工
者来说， 在异乡购一套住房至少
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而随着房
价的居高不下， 房租也是水涨船
高 ， 大部分打工者的收入并不
多， 支付房租后， 又还会有多少

钱可供养家糊口？ 也因此， 现在
外来打工者住房条件大多令人堪
忧。 打工者宿舍往往拥挤不堪，
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

毋庸讳言， 外来打工者从事
的大多是艰苦繁重的工作， 且普
遍工作时间较长， 再没有一个可
以好好安身和休息的地方， 不仅
危害他们身心健康， 也使他们难
以有旺盛的精力投入第二天的工
作。 而且， 对于举家外出的打工
者， 如此居住条件， 既剥夺了大
人的生活幸福， 更影响孩子的生
活、 学习和健康成长。

将外来打工者纳入住房保障

范围， 为他们提供公租房， 改善
他们的居住条件， 是政府对他们
实实在在的关爱， 体现了一座城
市的爱心、 包容和大气。 当然，
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 于企业来
说， 打工者有了安定舒适的家，
有了舒畅的心情， 才留得下来，
工作时才出得了力 。 于政府来
说， 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来
员工， 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
将避免人才流失 ， 坚 定 他 们 扎
根 第 二 故 乡 ， 这 对 于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 社 会 稳 定 、 乃 至 营
造 一 个 良 好 的 招 商 引 资 的 环
境，都是有利的。 □钱夙伟

儿童游乐设施
别成监管盲区

□付彪

“最牛请假条”是对休假权的呼唤
长期以来 ，休假难 、难休

假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各
种“另类”请假条不时曝出，与
其说这些 “奇葩”请假条是无
奈之作，不如说是人们对休假
权益的觉醒和呼唤。

“一叠琐事似春水 ， 秋去冬
来落叶随。 无可奈何归乡去， 道
别吉利五日归。” 这是一张请假
条， 还被人发到了朋友圈， 有网
友称其为 “史上最牛请假条 ”。
请假人鲍兴标是吉利汽车北仑基
地生产物流部一名普通员工， 因

为家里催婚必须回家。 公司各级
领导不仅准了假， 而且用诗性的
语言作了回复。 （1月10日 《北
京晨报》）

小鲍入职近七年 ， 除了春
节， 一般很少回家。 一个月前，
家里来电话， 说这段时间亲戚朋
友结婚特别多， 有两场婚宴等他
去。 其实， 喝喜酒并不是主要任
务 ， 回家相亲才是家人最重视
的， 而且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老
人们都很着急， 马上又过年了，
难免要催婚。

请假这么有诗意， 准假也这
么有情怀， 无疑是一个温暖感人
的场景。 这张请假条， 为何称为

“史上最牛”？ 或许在于其诗意表
达了一种 “无可奈何”： 一方面，
在公司高产期间， 自己并不想离
开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 家里催
婚紧 ， 需要解决 “个人大事 ”。
对于在外打拼的人来说， 兼顾工
作和家庭， 真的很难。

如果单纯从情感和人性的维
度来解读这件事， 无外乎对小鲍
爱岗敬业和诗意才华作 一 番 点
赞 ， 比 如 小 鲍 写 请 假 条 前 ，
首 先 考 虑 到 年 关 将 至 、 公 司
很 忙 ， 自 己 请 假 甚 是 纠 结 ，
也 体 现 了 现 代 年 轻 人 鲜 明 的
个 性 ； 无 外 乎 对 吉 利 公 司 的
领 导 及 其 宣 扬 的 企 业 文 化 表

示认同 ， “不仅关注员工的发
展 ， 也关注他们的个人问题 ”。
但这些还显然难以诠释事情的本
原， 还应有第三种视角。

长期以来， 休假难、 难休假
是不争的事实 。 近年来 ， 各种
“另类 ” 请假条不时曝出 ， 从
“我想带爷爷回到２５岁” 的 “最
任性请假条”， 到 “快忘了老公
长啥样” 的 “最不忍拒绝的请假
条 ”， 再到 “无可奈何归乡去 ”
的 “最牛请假条”， 无不说明带
薪休假对一些人而言仍是 “看起
来很美 ”。 与其说这些 “奇葩 ”
请假条是无奈之作， 不如说是人
们对休假权益的觉醒和呼唤， 只

不过是由不同个体绞尽脑汁换了
一种个性化的表达而已。

无论是 《劳动法》 《劳动合
同法》， 还是 《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 等， 都明确规定劳动者拥
有带薪休假的权利。 但现实情况
是， 不少企业尤其是以农民工为
主的私营企业， 往往无法按照法
律规定执行， 甚至无情剥夺了劳
动者的休假权利。 对此， 监管部
门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而要来点
真格的， 加大监察力度， 提高企
业违法成本，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
休假权。 真不希望再看到劳动者
非要想出各种 “另类” 表达才能
休假了。

2016年12月19日， 教育部等
11个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业界
认为这将掀起一股研学旅行教育
的热潮。 目前， 各种主题的营地
教育产品让人眼花缭乱， 有业内
人士建议家长， 为孩子选择营地
教育首先应该看教育理念。 （1
月10日 《信息时报》）

美国营地协会1998年给出的
定义： “营地教育是指一种在户
外以团队生活为形式的教育， 能
够达到创造性、 娱乐性和教育意
义的持续体验， 通过领导力培训
以及自然环境的熏陶帮助每一位
营员达到生理、 心理、 社交能力
以及心灵方面的成长”。 毫无疑
问， 从教育的角度看， 营地教育
如果真能够科学开展， 对于学生
的健康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也让
教育体系变得更完整。

“营地教育 ” 可以看作是教
育环节中的一个 “课外环节” 或
是 “拓展环节”。 现在许多国家
都实施 “营地教育 ”。 据统计 ，
美国有1万多个营地， 每年服务
超过1000万名中小学生。 日本有
3500多个营地， 每年超过3000万
名中小学生参与营地教育活动。
澳大利亚是营地教育与学校教育
结合最紧密的国家， 营地教育已
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这些国家
的营地教育往往在湖泊、 森林等
地开展， 有几十种项目， 课程体
系非常专业。

“营地教育 ” 是学校教育的
有力补充， 也是整个课程体系中
的一个环节， 这是值得肯定的 ，
但起源于英国的 “营地教育 ”，
到了国内 ， 在监管缺失的情形
下， 就会出现 “水土不服” 的情
况， 如果举办者只将眼睛盯着挣
钱， 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而且还可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 甚至出现 “逆教育”， 这是
需要警惕的。

对于 “营地教育 ”， 相关职
能部门要主动出击， 要进行严密
的监管， 既要检查相关的资质，
又要对教育理念进行科学检测。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 “营地教育”
要坚决取缔。 不要让学生付了钱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 “营地教
育” 唯有在严密的监管之下才能
够走得更远。

□滨兵

“营地教育”
不能在乱象中发展

老年人痴迷保健品为哪般
今天一大早儿， 得知老母亲

又花了6万元买了一堆保健品，麦
女士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麦女士
的老母亲今年90岁高龄， 这几年
她在保健品上花的钱累计已有十
几万元。 面对老人这种疯狂购买
保健品又不听劝的行为， 麦女士
倍感无奈。 (1月9日《北京晚报》）

现如今， 许多人都有着和麦
女士一样的境遇， 家中的老人痴
迷于各种保健品， 不惜花费大量
金钱购买。 无论儿女怎么劝说， 都
无济于事。 更有甚者， 由于花费大
量钱财买保健品， 耽误了去正规
医院治疗的宝贵时间， 造成疾病
更加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有些老年人会痴迷保
健品呐？ 一是人老了， 身体的各

项机能逐渐衰退， 难免患上各种
老年病。 许多老年人都对未来感
到担忧， 生怕以后自己动弹不了
了， 给儿女增添麻烦。 当看到一
些保健品宣传功效时， 好像找到
了救命稻草一样。 二是一些保健
品推销人员大打 “亲情牌”， 张
口闭口爷爷奶奶， 小嘴那叫一个
甜。 又是邀请老人们去听所谓的
健康讲座， 又是端茶倒水， 嘘寒
问暖， 外加赠送鸡蛋、 袜子、 棉
鞋等礼物， 让老人感觉比自己的
亲儿女都孝顺 ， 从而放松了戒
备。 三是由于儿女不在身边， 和
儿女的情感沟通不够， 老人的一
些心里话不愿意和儿女说， 再加
上知识结构已经老化， 辨别能力
下降， 造成痴迷不悟， 将保命钱

双手奉送给保健品贩子。
所以， 要想让老人摆脱对保

健品的依赖，首先，做儿女的应常
回家看看， 多和父母拉家常， 沟通
情感， 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养
老观； 其次， 儿女要定期带老人
去检查身体， 有病到正规医院去

看， 多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让
老年人真正感到无后顾之忧；再
次， 应多向老人灌输科学的保健
医疗常识和正确的养生方法，叮
嘱他们不要参加草台班子组织的
所谓“健康讲座”活动，远离保健
品贩子。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