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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倡租房生孩：提建议应与现实情况相结合

　　近日，经济学家、
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
院院长向松祚表示，“从
大学毕业到 40 岁是事业
发展最关键的年龄段，
在这年龄段，我希望年
轻人轻装上阵，不要有
那么多负担，包括情感
负担和财务负担，租房
住有什么不好，租房子
住绝不影响结婚，也不
影响生小孩。”此言一
出，便引起了激烈反响。
经济学专家积极响应国
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
条例，认为年轻一代在
40 岁前应以职业发展为
重心，故而租房生活不
会成为结婚和生育的阻
碍。然而，笔者认为，
这一建议背后忽略了许
多社会现实问题，没有

与当代青年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
　　首先，租房并不能
完全替代拥有自己的房
产所带来的便利和安全
感。短期的租房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年轻
人在短期内解决居住问
题的需求，但从长远来
看，它仍具备一定的问
题。例如，购房者者在
孩子教育、户口等方面
可能享有更多的优惠和
保障，所以租房仅能作
为当代年轻人面对暂时
无法承担的高额房价时
的一种过渡，而绝非是
面对未来生活、结婚生
子的长久之计。在经济
压力下，年轻人租房应
该被视为一种暂时的生
活策略，他们应该被鼓

励根据自身发展阶段，
灵活调整，以租房为过
渡，在减轻经济负担的
同时注重提升经济能
力。而经济学专家所提
出的“租房子住绝不影
响结婚，也不影响生小
孩”之言论未免太过于
极端，这类建议也免不
了会有站着说话不腰疼
之感。
　　其次，过度地强调
租房子不影响结婚生子
则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婚
嫁传统。中国自古以
来，一直有“买房结婚”
的习俗，而买房则是对
婚姻的一种物质保障。
虽然买房应该结合双
方家庭的具体经济能力
进行分析，但无疑“居
有定所”会带来强烈的

归属感和稳定感。在婚
后拥有自己的房子，能
极大程度上锻炼当代青
年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来
自原生家庭的矛盾和压
力。然而，相较于稳定
的买房，漂泊不定的租
房生活也会带来一些系
列的问题。例如：房租
过快上涨、房东是否愿
意长租、没买房的青年
是否能顺利步入婚姻殿
堂……诸如此类的问
题，都反应出租房结婚
生子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诚然，租房作为一
种更加灵活的居住方
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当代青年的经济压
力。但若是如专家这般
过度放大租房的好处，

缩小其对结婚生子的不
利影响，那未免显得有
些以偏概全。
　　故而，在当代高压
的经济背景下，我们应
该提倡的观点是买房与
否不得与结婚生子进行
硬性挂钩，应该结合双
方家庭的经济基础进行
具体分析。此外，政府
应加大对租赁市场的监
管力度，完善相关政策
法规，为年轻人提供更
多的住房选择。相关经
济学专家在提出建议时
也不应保持一种高高在
上的俯视视角来对当代
青年进行说教和指点，
而是应该在体察民心、
贴近民意后进行指导和
建议。

■刘晓贝

梅大高速上的英雄瞬间：责任与勇气共铸社会正能量

　　近日，梅大高速上
发生的塌方事故牵动了
无数人的心。在这场突
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两
位普通公民的英勇行为
不仅挽救了多条生命，
更成为了社会正能量的
代表，让人们对责任
与勇气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事故发生时，黄建
度先生正驾车行驶在梅
大高速上。当他发现前
方道路塌方，车辆纷纷
坠落时，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逆行，用自己的
行动警示过往车辆。他
翻过护栏，跪在高速公
路上，用身体作为路障，
试图阻止更多车辆陷入
危险。这种舍己为人的
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人

性中最伟大的一面。他
不仅是自己家庭的守护
者，更是社会正义的践
行者。
　　与此同时，货车
司机王向楠也展现出
了惊人的勇气和智慧。
在得知前方塌方的情况
后，他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迅速将车辆横停在
路中央，打开双闪警示
灯，与妻子一起下车向
后方的司机解释前方的
情况。他的这一举动，
不仅避免了更多车辆误
入险境，也为后续的救
援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他的行为让我们看
到了责任与担当的重要
性，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普通人在危难时刻所能
够发挥的巨大作用。

　　这些英勇的行为，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责
任与勇气的内涵。责任，
不仅是对自己行为的负
责，更是对他人、对社
会的担当。在灾难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
担起自己的责任，用自
己的行动去守护每一个
生命。而勇气，则是在
面对困难和危险时，能
够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的精神力量。正是有了
这种勇气，我们才能够
战胜一切困难，迎接更
加美好的未来。
　　此外，这两位英雄
的行为还让我们看到了
社会的正能量。在这个
时代，我们需要更多这
样的英雄来引领我们前
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传递着爱与希望
的力量，让我们相信在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
人愿意为了他人、为了
社会而付出自己的努力
和汗水。这种正能量不
仅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
人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
活，更能够推动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
看到，这样的英雄行为
并不是孤立的。在我们
的社会中，还有许多默
默奉献、无私付出的人。
他们可能是医生、警察、
消防员等职业人员，也
可能是普通的志愿者、
社区工作者等民间力
量。正是这些平凡而伟
大的人们，用他们的行
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

责任和担当。他们用自
己的努力和付出，为我
们的社会贡献着一份力
量，让我们感到无比温
暖和感动。
　　因此，我们要向这
些英雄们致敬，感谢他
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更
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
中来，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践行责任和担当。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够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
好、和谐的社会。让我
们携手前行，用爱与希
望的力量去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

■鲍楠

陪诊师不能成为换了马甲的“黄牛”
　　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本来为了满足一
些特定人群在医院就诊
时的陪伴需求而产生的
陪诊师，正在悄悄变味
儿——一些陪诊师以陪
诊之名，行营销之实，
倒卖医师就诊号源，扰
乱医疗秩序。（5 月 6
日 《工人日报》）
　　一些老人、孕妇、
残障人士等特殊患者群
体，以及对医院科室分
布、就医流程不熟悉的
外地患者，就医时可能
都需要陪诊服务，陪诊
师应运而生。患者在对
抗孤独、方便就医、
适应数字时代等多个方
面，对陪诊师都有市场
需求。所以，陪诊师从

小众职业逐渐走向大众
视野。
　　既然消费者有需
求，既然陪诊是前景光
明的朝阳行业，那么，
我们就不反对它的健康
发展。然而，据媒体
调查发现，陪诊行业在
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
在诸多乱象：其中，陪
诊师能在号源告罄的时
候，从“特殊渠道”为
服务对象挂上号，这难
免会让公众对本就焦灼
的“公平就医”产生疑
惑。
　　是黄牛化身陪诊师
倒卖号源？还是陪诊师
在“一号难求”之际做
转身了黄牛？我们不得
而知。但通过记者的调

查，可以明确的是：陪
诊师确实可以拿到“告
罄”的专家号。陪诊
当然可以，但倒卖号源
不但影响了挂号秩序，
损害患者利益，有触犯
法规的嫌疑，同时也让
陪诊师走上了黄牛的邪
路。
　　最近几年，在卫生
部门和公安部门的严厉
打击之下，医院的倒号
黄牛已经成为过街之
鼠。虽然我们还没有彻
底铲除倒号黄牛，但他
们也不敢嚣张跋扈，乃
至“生意”日益惨淡。
可是，如果黄牛换了马
甲，披上陪诊师的外衣
继续倒号，其违法行为
或可轻松躲避监管，至

少会变得更加隐蔽。
　　陪诊师到底使用了
什么魔法，能帮顾客轻
松搞定“告罄”的专家
号？这真的耐人寻味。
事实上，无论是使用抢
票软件，还是真如他们
所言的“特殊渠道”，
都应当被惩戒。但是，
倘若是“特殊渠道”，
那么就可能意味着陪诊
师与医院内部人员勾
结，若如此，性质则更
加恶劣。所以，职能部
门有必要对这些问题深
究，并严惩不法不轨行
为。
　　从另一个角度看，
陪诊师轻松挂到“告罄”
专家号，是否等同于黄
牛的倒号行为？很显

然，陪诊师的服务理当
是“陪诊”，即使是帮
忙挂号，也应在合理合
法范围。简而言之，倒
号是违法之举，任何陪
诊师都绝不该成为换了
马甲的倒号“黄牛”。
　　陪诊无可厚非，但
服务不能越界。希望医
疗机构采取措施，优化
服务，打造无懈可击的
防火墙，提防倒号“黄
牛”；另一方面，也期
待相关部门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陪诊师行
业的法律地位和监管要
求，给陪诊师画个规范
的圈。

■黄齐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