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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女孩晨跑遇害，公共讨论不该“失焦”
       据 11 月 5 日红星新
闻报道，近期，湖北一
21 岁女子晨跑失踪引发
社会各界的关注。11 月
5 日，当地警方通报称，
失踪女子已在南山公园
内找到，找到时已无生
命体征。
       可是，对该事件的
公共讨论却逐渐失焦。
有人指责遇害女子“作
为女孩”没有自我保护
意识，企图挑起“性别
对立”博得眼球，更有
甚者将“晨跑”定为“原
罪”——“晨跑太规律
就会被人盯上”……一
系列偏离问题核心的讨
论让人错愕。笔者认为，
该悲剧的发生，确实与
受害者自身自我保护意
识不强有关，但更重要

的，是不同地区健康资
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监管
缺失，以及社会对自我
保护教育的重视程度不
够。
       近年来，我国人民
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不断
提高，不少人培养起了
定期按时跑步的好习
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
市，许多小区内规划了
跑步路线，为居民安装
了塑胶跑道，并在沿线
布设一系列监控，积极
引导和配合居民的健康
生活习惯，努力为居民
创造良好的“锻炼”条
件。但是在部分偏远、
农村地区，人们的健康
生活理念还有待形成，
部分基层领导干部认识
水平有待提升，当地的

休闲娱乐场所缺乏必要
的监管和危机管理紧急
救援经验。
       回到个人层面来看，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应该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预见到锻炼中可能
出现的危险，如脚踝受
伤、低血糖、非机动车
与机动车的剐蹭、被坏
人尾随等等，并清楚地
知道如何避免，或者无
法避免时如何自救。
以此次事件为例，从警
方放出的监控截图中不
难看出，晨跑女生戴着
耳机跑步，这便是一种
十分危险的行为。因为
耳机会让我们放松对周
围环境的警惕，我们危
险感知的敏感度大大降
低，无论是晨跑还是走

夜路，无论是男生还是
女生，在外应尽量避免
戴耳机行走。但这些非
常基础的自我保护措
施，为何迟迟无法普及
和深入人心？这恐怕就
反映出了自我保护教育
的长期缺位。
       每当社会上出现重
大的恶性事件，我们都
被痛心地“上了一课”。
章莹颖因上了陌生男子
的车而被害，我们明白
了不能轻易上陌生人的
车；乐清女孩乘坐滴
滴顺风被害，我们明白
了坐网约车应该注意安
全；湖北晨跑女孩遇害，
我们明白了晨跑不宜戴
耳机，尽量不去人烟稀
少的地方跑步……但是
这样的“马后炮”式自

我保护教育的成本是高
昂的——以生命为代
价。倘若在学校、在网
络、在家庭中，我们能
够对危险“见微知著”，
媒体能够系统性地向公
众普及自我保护知识，
不必要的悲剧或许就能
够避免。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新的危机层出不穷，人
性的恶始终存在，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
预见可能的危险。有关
部门应该承担起责任，
积极引导，推动社会合
力的形成，竭力将潜在
的犯罪扼杀在摇篮里，
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

█卜湘雯

带娃不是老人的义务，别让他们成为那“20%”
       11 月 3 日，微博热
议话题里有个这样的词
条：“老人帮忙带孩子
需要给辛苦费吗？”在
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又
引出了老人帮忙带娃是
不是义务的问题。从法
律上来讲，抚养孩子是
父母的义务，而不是“父
母的父母”的义务，老
人更不是家里的免费保
姆。
       现在城市生活压力
大，许多家庭都是双职
工，家里的老人便成了
带娃的最佳人选。                            
       然而，愿意帮忙带
孩子的老人们，总会因
为教育方式“不科学”、
对孙辈照顾不周等引起
子女的抱怨甚至争吵，

老人在这些矛盾中或爆
发或忍耐，而在大多
数情况下，出于对骨肉
的疼爱和宽容，老人们
都会选择后者，即便爆
发也只是一时的，忍耐
才是常态。在一次又一
次的忍耐中，老人的精
神压力倍增，带来的是
比身体劳累更严重的后
果——抑郁症。绍兴市
中心医院心理医生全艳
玲老师，曾在关于老人
抑郁的采访中表示：患
抑郁焦虑症的老人中，
大概有七成以上都是带
孩子引起的。
       “老漂”族退休后
本应该过着轻松又惬意
的生活，但他们背井离
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

城市，面临着听不懂方
言、不习惯当地饮食和
气候、难以融入新的社
交圈等各种问题；为了
照看好孩子，他们往往
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兴趣
爱好。原本许多老人的
退休生活是唱歌跳舞，
游山玩水，而一旦到
外地给子女带娃，这些
休闲活动便不见踪影，
每天的生活都被孩子和
家务所充斥，内心就将
自己简单定位成管小孩
的，这使他们极易产生
孤独感。央视纪录片《姥
姥》中帅虎的姥姥，从
漯河到郑州，在一个陌
生的城市里，子女上班
后，身边没有人交流谈
心，每天除了做家务，

更多的时候便是抱着不
会说话的外孙坐在那儿
发呆。
       隔代养娃矛盾也多。
年轻父母崇尚科学养
娃，信奉育儿专家；老
人是经验至上，认为自
己既然能带大子女，就
能用同样的方式带大孙
辈，其中的矛盾必然不
少，老人可能因无心之
失而“受伤”。
       除此之外，带孩子
给老人带来心理负担的
原因还有很多，例如，
山东 63 岁阿姨三年连
带俩娃，又管孩子又忙
家务，每天累得腰都直
不起来，晚上带孩子睡
觉也不敢睡太沉，原本
的作息时间被打乱导致

休息不好从而患上了抑
郁症；纪录片《姥姥》
中有位姥姥在外孙发高
烧时想给他盖上棉被发
汗，女儿看到后却觉得
母亲是在给自己添乱，
等到女儿和外孙去医院
后，姥姥独自在家自
责……
       老人帮带娃不是责
任更不是义务，他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子
女，为了减轻他们的生
活压力，为了替他们分
担一些烦人的琐事。“帮
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子女无权要求和责怪他
们，不能让他们打碎了
牙往肚子里咽，最后成
为那 20% 里的一员。

█张雨婷

“惠民菜”稳物价，保民生就需要实招

       11 月 7 日，安徽省
合肥市启动稳物价·保
民生“惠民菜篮子工
程”。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6 日，消
费者可在全市 25 家企业
的 189 家门店买到“惠
民菜”。活动期间，各
门店将按照“蔬菜类下
浮 15% 以上、其他类品
种下浮 5% 以上”等相
关规定，每天推出 20 个
规定品种“惠民菜”。
同时，以低于 1 元 / 斤
的价格，每天推出不少
于 5 个品种的蔬菜向市
场供应。（11 月 7 日 新
华社）
       近段时间，菜价飞
涨，少数蔬菜甚至“菜
比肉贵”。面对民众“吃

不起菜”的现状，如何
稳物价、保民生，是政
府部门绕不过去，必须
解决的问题。
       民以食为天，菜篮
子问题，直接关系到民
众的生活。近段时间以
来，由于受到自然灾害、
季节变化、疫情阻隔等
多种因素影响，各地市
场蔬菜供应不足，造成
价格飞涨，甚至出现少
数蔬菜“菜必肉贵”的
不正常现象，不仅增加
了民众的生活成本，也
让许多民众感叹“吃不
起菜”。稳定菜价、保
民生，各级各地政府部
门纷纷采取措施，对市
场蔬菜价格进行必要干
预。但由于强制性行政

干预并不现实，一些蔬
菜供应商为能乘机大赚
一把，往往对政府部门
的干预置若罔闻，实际
效果并不明显。
       “喊破嗓子，不如
做出样子。”蔬菜价格，
一般由市场自由调节，
但政府部门绝不能放任
不管。合肥市启动稳物
价·保民生“惠民菜篮
子工程”，能起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试想，
市民在全市 189 家门店
都能买到“惠民菜”，
如果蔬菜供应商的价格
过高，就卖不出去，蔬
菜最终将烂在自己的手
中，从而倒逼蔬菜供应
商在相同品种的蔬菜
上，必须保持和“惠民

菜”大体相当的价格。
这样，政府部门以市场
之手段，调节市场蔬菜
的价格，显然是“稳物
价·保民生”见效最快
的实招。
       商务部日前印发《关
于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
价工作的通知》，部署
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保障今冬明春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切实做好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其中明确要
求，各地要积极作为，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
保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稳定。“惠民生菜
篮子工程”既是落实国

家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也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智
慧。这种保民生实招，
一方面，避免了强制行
政干预市场，造成不良
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
一举稳定了当地市场农
副产品的价格，给广大
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实惠。
       民生无小事。合肥
市推出“惠民菜”的做
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样板，值得各地借鉴。
这样的保民生实招，多
多益善。

█丁家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