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剖生”，先别怪父母

■微论撷英

为了让孩子早入学，准妈妈宁愿
挨一刀——这种现象早已不新鲜。可
当看到晚报上的数据时，还是有点儿
惊讶：知道有家庭选择“抢剖生”，不知
道有这么多！

看晚报，刚刚过去的8月，我市迎
来生育高峰，孕妇扎堆儿剖宫产，妇产
科的床位都满了，医生要“忙疯了”。
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临产室粗略
统计，在9月1日前“抢剖生”的婴儿占
整体出生人数的15%！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之法。
条件不具备，指征达不到，哪怕出生早
一天也不科学。所以医生说了，自然
分娩是最好的方式，婴儿经过产道挤
压最有利于健康。老师也说了，孩子
上学要顺其自然，拔苗助长不可取。

这些常识，如今的父母会一点儿
不知道？不可能。提早剖宫产，明明
可能对母婴都不好，为何还有那么多
准妈妈宁愿在肚皮上动刀子，也要让
孩子早点儿来到世上？

也许，问题就在于，不是因为他们知
道的太少，而是因为他们考虑的太多。

是啊，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谁不
想顺其自然，让孩子该哪一天降生就
在哪一天降生？谁不想多带带孩子，
晚点儿送进“幼儿圈”？谁不想让孩子
有个快乐童年，不要过早背负那沉重

的课业负担？
想归想，可有多少父母有能力、有

资本做到随心随意？生存艰辛，打拼
不易，竞争激烈，让父母们迫不得已、
身不由己——帮助孩子将来走得更顺
畅，得从肚皮开始！

这不难理解。为孩子，必须只争
朝夕：孩子还没出世，就考虑他得早点
上好大学；要早点上好大学，就要早点
上好高中、好初中、好小学……

怎么快人一步、先人一着儿？改
年龄可以，划肚皮更保险！

再想得远一点。不单是孩子上学
的问题，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甚至可
能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去找工作，有多
少单位有年龄杠杠？职场升迁，又有多
少人被年龄挡住了脚步？一步跟不
上，步步跟不上啊！

当然，把希望寄托在小小的生命上，
把重担压在小小的肩膀上，确实显得残酷，
也并不公平。然而，这不只是父母的错。

对于“抢剖生”泛滥，有论者把矛
头指向入学年龄限定，认为“9 月 1 日
前满 6 周岁”有一刀切之嫌。这自然
有一定道理，但难言找到了根源。也
许只有当我们的教育观、人才观改变
时，整个社会对人、人才的价值评判标
准不再单一时，父母才不会为孩子的
起跑线问题纠结。

完全是反季节栽植造成的。
——为迎接 2014 年 南京青

年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南 京 建 邺
区在青奥村附近突击栽种了很

多树。
9日，数名工人冒着烈日把路两

边枯死的大树挖出，装车运走。一
名工人说出大树枯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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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剖宫产，明明可能对母婴都不好，
为何还有那么多准妈妈宁愿在肚皮上动刀
子，也要让孩子早点儿来到世上？

保健品陷阱，老人躲得过吗
老人被洗脑后，误买一些被吹

得神乎其神的高价“药”，这样的事
儿到处有。晚报记者调查发现，“亲
情推销”是老人屡屡中招的主要原
因。对此，众网友有话说。

“亲情推销”的威力到底有多
大？@洛阳好备T对此深有体会：推
销员的嘴那叫一个甜，不到半个钟
头就摇身一变，成了我外婆的“干女
儿”。@喊我黄司令感慨：简直比亲
生的还要亲，堪称超越了血缘关系
的信任！

老人频上当，子女该反思？@一
页西国发言：老人最易产生孤独感，
子女们又都不在家，想找个说话的人
都没有。@lvming36认为推销员无非
是做了本该由子女们做的事：子女们
只要多打几个电话、常回家看看，就
有可能发现并阻止老人买高价“药”。
可惜的是，子女们并没有这么做。

子女关爱这面“盾牌”，能挡住
扑向老人的高价“药”吗？@猫的嫁
衣觉得“没问题”：听了子女的劝
告，哪个老人会再买？更多人则并

不乐观。@白小宁你好可爱就说了：
面对无孔不入的高价“药”营销方
式，这个“盾牌”还是太小。@洛阳是
俺家：一些老年人手里确实攒了不
少钱——手里有钱，就有人惦记！

监管缺失是高价“药”泛滥的主
要原因？在@矿工的风采看来，这些
高价“药”多半是夸大疗效的保健
品：如此明显的虚假宣传，就没人管
管？@飞星逐华也很困惑：到底是归
工商部门还是卫生部门管，反正现
状是都不管。@张栩翔建议小区物
业也要负起责任：尤其是在老旧小
区里，各类讲座、体验会层出不穷，
推销人员随意进出，老人们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内，能不被骗吗？

无论是监管乏力，儿女缺乏照
顾，抑或是商家狡猾，这些都是外在
因素。正如@陕西冯燮所说，“打铁
还得自身硬”：关键是老年人对药品
和保健品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疾病
充满恐惧。因此，给老年人普及健
康、医药常识才是当务之急。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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