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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月票
一举两得

【今日话题】既当保姆，又是老
伴——这种“全陪保姆”引发争
议。“究竟是卖身，还是卖工？找对
象就是找对象，找保姆就是找保
姆，咋能这样瞎胡扯？”一丧偶老人
表达了他的反感。（见本报昨日
A11版报道）

老谭：下得了厨房，可以；要住
进卧房，不行！

小洛：这事不新鲜，外地早就
有了，存在了多年。

老谭：保姆就是保姆，“全陪”
就变了味，这跟“三陪”有啥不一
样？不说过不了道德这关，就是行
业规范也应明文禁止。

小洛：有需求就有市场，“全陪
保姆”之所以存在，有其合理性。

老谭：岁数大了，儿女又都忙，
请个保姆照料生活，这是合理需
求。偷偷摸摸住一起，成何体统？
还不给人嚼舌根呀！

小洛：不能这么想，就像相声
大师马季说的，老人需要啥，一个
老伴，一个老窝，几个老钱，几个老
友，这才不寂寞。尤其是丧偶老

人，更需要精神慰藉，找个老伴儿
聊聊天，没啥吧？

老谭：这倒是人之常情。要是保
姆与老人日久生情，住一起也算有情感
基础，但也应先登记，才能光明正大。

小洛：说着容易做着难。登记
结婚了，财产怎么办？房子算谁
的？将来遗产分给谁？这些问题
都挺现实，就算老人一百个愿意，
子女们也不见得会爽快应允。

老谭：说到底，还是“钱”的
事。可老人能找“全陪保姆”，那中
年人能不能找？如果没办手续就
住到一起，这算啥？

小洛：规范不是没有，上海就
曾通过规范家政合同，禁止安排保
姆与异性同住，效果嘛，你懂的，就
跟立规矩防早恋一样。

老谭：说的也是，“全陪保姆”
是个社会问题，不该割裂地去看。

小洛：相应的规范，该有还得
有。除此之外，要更多关注老人的
生活，妥善解决他们现实的需求，让
他们生活上无忧，情感不空寂，“全
陪保姆”或许也就不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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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洛观点

太不检点
了，必须严禁

老谭观点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今年牡丹文化节
期间，中国国花园推出赏花月票卡，
王城公园推出游园优惠卡，市民凭
卡赏花观景可享优惠。（见本报15
日A19版、昨日A09版报道）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
皆若狂。”这说的是唐代牡丹盛开
时的洛阳城。对在牡丹盛花期进
过各大牡丹园的市民来说，此言着
实非虚——那花山花海，真能叫人
目眩神迷，如痴如狂！不过，虽感
觉美景“值了票价”，但不少市民仍
有遗憾：天正好，花正好，就是不能
没事就来看看。

洛阳人以牡丹为傲，但多数市
民要是只能赏赏街边花坛里的牡
丹，未免遗憾。其实，多年来，每逢
牡丹文化节，就牡丹园门票这事，不
少人挺纠结：看次花那么贵，总想找
个不花钱的办法，比如托个熟人啥
的。问题是，费的劲儿太大吧，感觉
不上算——不就是看个花嘛，四月
洛城何处无花？结果，不免酸溜溜
地说一句：外地人才去牡丹园呢。

要说吧，想走“捷径”的想法很
可理解：咱本乡本土的，平时园子

随便进，现在要花几十块，心里不
舒服啊。而且，陪着各地来洛的亲
友入园赏花，陪一次就得给自己买
一次票，也不合理。

赏花月票来了，众人称快！赏花
这事，图的就是个美，匆匆转一圈不
行。你看，一张月票30块，或清晨，或
日暮，带着孩子游园赏花，悠悠然想
来就来，把牡丹从含苞看到怒放，得
劲儿！做一名洛阳市民，得劲儿！

为市民办理赏花月票，对牡丹园
也是好事。办月票的收益不说，持票
入园的市民不仅要在园内消费，估计
也更愿意邀请亲朋好友入园赏花。

其实，这事情不妨再往前推进
一步：首先，其他牡丹园不妨思考
借鉴；再者，在每年牡丹文化节期
间，不妨面向洛阳市民推出一个各
牡丹园的通票。咱洛阳的牡丹园
分布广，闹市中有，邙山上有，白马
寺旁也有——搞个通票，方便大家
到风格各异的园子赏花，也是推动
本地旅游消费的好点子。

牡丹文化节，是洛阳百姓的节
日。如何让节会的气氛更浓，让广
大市民与其贴得更近，需要实在的
办法。赏花月票，就是个实在办
法、聪明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