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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堵结合治黑车，咋样

帮孩子“认全”亲戚
这功夫值得下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过年串亲戚，你
能正确称呼自己的“七大姑八大
姨”吗？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年轻
人不知道“母亲的叔叔”该咋称呼，
拜年“叫人”时需求助“亲戚关系
图”。（见本报昨日A10版报道）

看到晚报上这张有趣的“中国
亲戚关系图”或称“拜年称谓图”，
笔者想起母亲多年来总在抱怨的
一个问题：“‘阿姨’究竟是个啥称
呼？现在的孩子，管只要是长自己
一辈，是女的，全叫‘阿姨’！过去
的‘婶子’‘大娘’‘姨’哪儿去了？”
在老人的想法里，即使不是亲戚，
叫“阿姨”也听着不亲切、不热乎，
并且完全没有分别。

不会“叫人”怨不得孩子。计
划生育政策实施数十年，“独一代”

“独二代”人数越来越多，亲戚越来
越少，很多亲属称谓甚至派不上用
场，有时要跟孩子讲明白这些亲属
关系也不容易。家里人口的减少，
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让“家族”这个
概念也越来越淡，孩子“认不全”亲
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过去春节拜年，人们都要去
各亲戚家走一圈。这种基于血缘
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牢不可

断——即使关系不睦，平时几乎不
见面，春节也得串串门，否则就意
味着断了来往。亲戚间的这种纽
带，其核心就是既繁杂又有章法可
循的称谓。而现在，不少长期生活
在城市中的“独一代”“独二代”，对
于亲戚关系和称谓一直处于冷淡、
模糊的状态中，亲戚走动少了，出
现“六亲不认”的现象不奇怪。

这不是刚出现的问题。不少
“独一代”的上一辈人便已远离了
家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辈分
文化。从他们的名字上，已看不出
家族代代相传的辈分排字，“姓＋
族辈字＋名”的起名方式被抛开，

“援朝”“跃进”“建设”“建洛”大量
出现在人名中，家族延续和变迁的
内容看不到了。近几十年，十分简
单的两个字名字、彰显个性的四个
字名字更是越来越普遍。从姓名
一事，可见人们的生活、意识与家
族文化渐行渐远。

“拜年称谓图”让大家很有感
触，也引来专家的意见：传统的复
杂亲属称谓作为民俗的一部分，随
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家庭结构的简
单化，不必有意区分了。北京联合
大学民俗学教授高苏就表示：“不
如简单化，礼貌地分出辈分足矣。”

了解家族文化、会“叫人”，对

孩子来说已不重要了吗？
会“叫人”，才能对传统的家族

文化产生认同。这种认同，让人明
白依血缘关系形成的身份等级序
列，让人了解每个家族成员的不同
身份及由身份确定的特定行为规
范，让人懂得家族中的慈、德、爱、
孝等——这有一种道德律令的意
义，更有一种情感皈依的意义。从
这点来说，现在的家长对孩子“不
懂事”“太孤单”的担心，也许可以
通过让其对家族文化进行了解、认
可获得解决。

认可家族文化，也有利于在不
自觉中收获良好的行为规范、道德
修养和人生追求，了解为人处世的
规范和教条。著名哲学家、美学
家李泽厚先生就曾指出，中国传
统社会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多是
以家族血缘伦理为基础构建的：
年轻人熟稔家族文化的思维方式
和基本伦理，了解家族组织的结
构和规则，对其以后在社会上打
拼不无益处。

从这点来说，长辈督促、帮助
孩子学会“叫人”，不是可有可无的
事情，更不是“多事”，而是实实在
在对孩子负责。

帮助孩子分清辈分、“认全”亲
戚、学会“叫人”，这功夫值得下。

央视《焦点访谈》要来暗访，各部
门要确保排污不出问题。

——山东潍坊环保局称两日来
排查715家企业，均未发现地下排污
问题，但潍坊某企业出台一份《环保
紧急通知》

事情已经处理了，请示领导后，
决定不作任何回复。

——近日，有网友发帖咨询遂宁
市政工程打白条、上百名工人拿不到
工资一事。10天后，该市劳动部门
回复

一个可以把“神舟”送上天，把
“蛟龙”送下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生产的婴儿奶粉却不能让本国的妈
妈们放心。

——《人民日报》刊文称，中国人
海外抢购奶粉快酿成国际性事件了，
对此中国奶企和监管体系都该脸红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中国人公共假期每
年已有115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2012年，中国以近30亿人次的
国内旅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2012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
8000万人次，居全球第三，对世界旅
游市场贡献率超过7%。115天，你休
够了吗？（2月19日新华网）

365 天里竟然有 115 天假期——
难道中国人一年有近1/3的时间都在
放假玩耍？

令人纠结的是，这样的数据，其
实并不是以讹传讹。

如果说平均工资还有富人在支
撑着，那么这“115 天假”恐怕也只是
纸上画饼，无论贫富、无论官民，真能
每年都休假 115 天的在职劳动者，恐
怕少之又少。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18 日正式发布，提出了
一个目标——“到2020年职工带薪休
假制度基本落实”。

资方可以长长舒口气了，距离
2020年还有七八年之久，何况彼时也
才“基本落实”，那么，眼下的“基本不
落实”有错吗？

“115 天假”也许象征着制度之
善，但民众更关心的是：2013 年能休
息几天？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眼下，正值外出
务工人员返程高峰，猛增的客流
让我市一些黑车营运者看到了

“商机”。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已对
相关车辆予以处罚，并加大巡查
力度。（见本报今日A08版、昨日
A06~A07版报道）

一到春运高峰，火车站地区黑
车就明显回潮。究其原因，不能简
单地归结为非法营运者太狡猾、

乘客不了解情况、执法监管不给
力——根子还在于它有市场。

为什么不少人愿意坐上无资
质、无约束、无保障的黑车？这些
乘客里，有受花言巧语蒙骗的，有
单纯贪便宜的，也有懒得去正规窗
口买票的。

乘客安全和营运秩序必须得到
保障，整治黑车手腕不能松。但也
要考虑我市春运道路客运能力有没
有缺口，出行高峰期发往热点地区
的长途客车有没有数量上的保障？

事实证明，仅凭“堵”一策治黑
车，效果未必理想。

那么，在春运高峰期，能否采
取更加灵活的措施，给闲置的运力
资源一条合适的营运准入门槛，让
其在有效监管下规范营运，减少可
能出现的公共交通服务盲点？

能否更关注黑车营运者的生
存状态，为主动停运者提供一条
出路？

想解决老问题，避免被动，拿
出智慧，主动作为，方能事半功倍。

□冯保萍/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教育部三令五申
禁止奥数成绩与义务教育阶段招生
录取挂钩，然而，近期“疯狂奥数”改
头换面、重出江湖，学费不菲却备受
追捧。（见本报昨日B05版报道）

奥数，仿佛一根魔杖，众多学
生和家长在其指挥下疯狂，就算晕
头转向、苦不堪言也决不放弃。奥
数“疯”了，家长“病”了。

其实，奥数何其无辜！20 年
前，教育资源的平衡配置也是问
题，那时为什么没有奥数热？问题

还在“奥数加分”的择校规则！
能通过奥数改变命运的孩子

毕竟只是少数，我们为何不多拿些

精力去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
式？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最终要将
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奥数何时不“疯”
家长何时不“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