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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职儿女”的话题受到
舆论关注。这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
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处
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

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
“陪伴”和“做家务”则是他们的劳动内容。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一种比较主流
的声音认为，这是“新型啃老”，也有人指出，这是
年轻人对社会压力的逃避，还有观点认为这是年
轻人的自由择业……其实，“全职儿女”现象作为
一种个人选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同的情
况，任何的标签式解读，都注定会有“失真”的风
险，对具体的个案来说也未必公平。真正需要警
惕的，是对这一现象的美化，并忽视其背后的社会
背景。

从媒体的调查来看，选择做“全职儿女”的年

轻人，各有各的理由。如一些是因为就业压力，一
些是希望拿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父母，一些则是暂
时停下工作来给自己“充电”。所以，将他们完全
等同于“啃老”，是不准确的。若是短暂性过渡，这
些选择其实都无可厚非。可以说，这类情况在以
往也同样存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当然，置于当
前的社会背景下来看，一些年轻人选择靠给父母

“打工”来获取经济支持，确实各方面条件也更成
熟了。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年轻人乃至家庭的
选择，却不能不深思“全职儿女”在当下受到关注
的现实背景。要知道，在少数年轻人有资格选择
做“全职儿女”的另一面，是更多年轻人正面临着
的就业压力。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有一些年轻人
选择做“全职儿女”，只是为考研、考公务员做准
备，这对个人选择来说，似乎也没什么可指摘的。

但是，一旦这个现象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追求，却是
值得警惕的。毕竟，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延迟就业或把考公当成择业首选，恐怕难言
是正常现象。更进一步而言，多数年轻人做“全职
儿女”，虽然不能等同于躺平，但其实也是选择了
一种较低限度的生活，这种“低欲望”的群体价值
追求，对于社会活力的影响到底如何，也同样需要
关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会
更开放、更多元，这有其必然性。更不用说，并不
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资格选择做“全职儿女”。所
以，对于眼下被热议的“全职儿女”现象倒也不必
过于担心。但是，年轻人的行为变化背后，往往传
递出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信号。而这，显然需要
我们读懂。

（据《羊城晚报》朱昌俊）

读懂“全职儿女”现象背后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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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丽江，有一支以鸟为
图腾的家族，姓“nià”。“nià”字
是上下结构，上半部分是少了一
横的“鸟”，下半部分是“甲”。由

于当前的电脑系统无法识别，“nià”姓村民
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只好将其拆开，拆分为

“鸟”和“甲”二字，从而组成了鸭子的“鸭”
字。不少村民表示，不想丢掉老祖宗传承下
来的宝贵姓氏，希望能有办法回归“nià”姓。

“nià”属于一个生僻字，但客观来讲，每
一个字都是平等的，字被创造出来，就是拿来
用的。“生僻字”的属性，不是其不能在社会中
被正常使用的正当理由。现在，仅仅因为电
脑系统无法识别“nià”这个生僻字，就让全村
改姓“鸭”，看似村民们可以顺利办理二代身
份证，日常生活更加方便了，但也意味着，与
祖先的血脉联系在姓氏上被切断，祖先传下
的姓氏无法得到更好传承，这是对传统和姓
氏的不尊重。这样的操作，显然不妥。

想象一下，如果该村村民身份证姓氏统
一成“鸭”字，再持续个几十年，“nià”姓是不
是就可能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直至消
失？那应该不是村民想要的结局，也不是社
会期待的样子。有人说，生僻字的一撇一捺
都藏着故事，这些故事连接着文化与我们的
民族记忆。如果因为电脑系统问题，就简单
地割舍和放弃生僻字，就会渐渐失去我们传
统文化的“根”。

据村民的说法，他们十年前老身份证上
写的还是“nià”。为什么老身份证就能打上
这个字，现在的二代身份证就做不到了？无
论具体原因如何，至少说明在身份证上打上

“nià”字，是可以实现的，大概率是一个技术
问题。更新一下系统，把这个字录进系统
里，应该不难做到。信息化的发展进步，目
的是为了给民众便利，而不是添堵。在生僻
字的传承方面，也应多做“加法”，而不是做

“减法”。不能技术越进步，实用价值反而在
后退，人为设置数字鸿沟，也有违数字化的
初衷。公共服务要最大限度考虑到公共利
益，保护好生僻字，让生僻字在生活中正常
使用，事关文明的记载和文化的传承，正是

“大利益”所在。（据《钱江晚报》王彬）

生僻字传承
要多做“加法”

“金大侠”当留住
近日，“金庸图书馆将被拆除”的消息引发

热议。据报道，位于嘉兴的这座图书馆由金庸
捐资兴建，是国内唯一一座以“金庸”命名的图
书馆。嘉兴方面回应称“拆除”只是网上的一种
说法，金庸图书馆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载
体，有其不可替代性，具体保护利用方案正在优
化论证之中。金庸的武侠小说曾被誉为“华人
世界最伟大的文化 IP”，各年龄段都有无数“金
粉”。再加上时值“世界读书日”前后，拆除的消
息确实令人忧心。好在当地从善如流，看来书
剑天涯，江湖再见之日可期。

“中奸商”不可留
近期，有网友称，明明在其他平台网购，收到

的快递却写着“拼多多发货”。业内人士透露，在
网购平台“套壳”销售的，多为无真实货源商家。
这些商家只在平台开店，没有供货渠道，有人下
单后他们就全网比价，筛选出价格最低产品，“左
手倒右手”，用顾客信息直接在拼多多下单。此
举破坏了消费者知悉购买、使用商品真实情况的
权利，也涉嫌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都不是吃素的，当
中间商赚差价不是不可以，但偷奸耍滑的“中间
商”应该下架。 （据《北京晚报》张丽）

“炒茶”
雨 前 茶 纷 纷 上

市 ，然 而 一 些 品 种

的茶叶出现动辄大

几万甚至几百万元

的 价 格 ，有 的 茶 叶

品 种 还 有 自 己 的

“ 指 数 ”，俨 然 已 经

变 成 了“ 金 融 茶 ”，

上演了一出变味的

“炒茶”戏码。

据《太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