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4.16 星期四 责任编辑：马军/版面设计：王磊 16

·新闻

是 时 候 用 法
律 对 民 间 送
养 行 为 加 强
监 管 和 甄 别
了，让民间收
养 走 出 灰 色
地带，孩子的
天 空 才 能 不
被玷污。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我 们 不 仅 要
以 实 际 行 动
清洁家园，更
要革除陋习，
自 觉 养 成 文
明 健 康 生 活
方式。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小 莉 的 拒 绝
和 公 开 是 一
次 勇 敢 的 反
抗，她的举动
不仅让“詹主
任”这类人有
所忌惮，也给
更 多 女 性 敲
响了警钟。

本报评论员
陈江

“鲍某明性侵养女”一事曝光一周，双

方各执一端，事情真相还有待执法部门进

行调查。不过，因为网友们对此事的强烈

关注，一个民间“送养”的灰色地带渐渐浮

出水面，这也许是另一个令人颤栗难以言

说的真相。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民间，私自送

养和领养并不困难。网络世界中，送养者和

领养者隐藏其间，物色各自合适的对象，以营

养费、补偿费、感谢费等名义代替价格，谈妥

之后，有的通过中介组织，有的私自线下交

易。一个新生儿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十数万元

不等，甚至有的未出生婴儿也被预定，中介机

构包办证明并落户。舆论焦点中的鲍某明就

曾在网站发布过领养女宝宝的帖子，女孩母

亲正是通过中间人与其取得联系，最终将女

儿“送养”给鲍某明。

一入鲍门，导致如今局面。目前，鲍某明

公开声明，两人并非养父养女关系，而是类似

“恋人“的同居关系，鲍某明此招有逃脱制裁

的嫌疑，也使事情更加扑朔迷离，好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已经派出联合督导组奔赴

山东，对该案办理进行监督，相信终会真相大

白。

由此揭开民间收养乱象，处于法律边缘

的灰色地带，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层面反

思这出人伦剧。

那么，民间收养是个怎样的链条呢？

民间收养孩子，虽然从形式上看，满足了

部分家庭的特殊需求。有的父母迫于现实困

难，无力抚养孩子，将子女送养他人；有的夫

妻不能正常生育，也无力承担通过生殖辅助

技术合法生育后代的经济负担，会私下找机

会以较低成本领养孩子。这种民间收养，长

期游走在灰色的边缘地带，几乎是一个被法

律遗忘的法外之地。

民间送养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形：领

养人为表示感谢，往往会给予送养人一定的

“营养费”“感谢费”，以补贴送养方因生育子

女而支出的花费。这些行为，如果行为人不

是以牟利为目的，法律会视为正常的民间送

养，不构成拐卖儿童罪。

事实上，民间存在以“送养”为名义，实际

上进行“贩卖”的非法行为。正是这难以界定

的“营养费”“感谢费”，滋生出一条利益链，且

有专人运营。一些中介掌握着一些资源，帮

忙对接领养者和送养者，收取介绍费，孩子成

了这条利益链中的商品。这使本就处于法律

边缘的民间收养愈加鱼龙混杂，而私自收养

不受法律保护，无形中使儿童受到侵害的风

险加大。

这种私自收养带来的侵害，远不止性侵

一种。除了鲍某明事件，前些年曝光的“爱心

妈妈”李利娟等人，以慈善为名收养孩子，实

际上钻法律漏洞、借孩子敛财。孩子不仅没

被好好保护，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

律应该为所有孩子的生命和权益兜底。是时

候用法律对民间送养行为加强监管和甄别

了，让民间收养走出灰色地带，孩子的天空才

能不被玷污。

灰色的民间送养，何时变透明

今年 4 月份是我国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

全国爱卫办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

开展以“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爱国

卫生月活动。

爱国卫生活动开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

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一项创举。新中国诞

生之初，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地方

病横行泛滥，只有迅速遏止疾病蔓延，才能让

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强身健体。最终，依

靠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新中国以群策群力、

群防群控的特有方式取得了令外国人难以置

信的伟大成功。

60 多年来，除“四害”、门前三包、“五讲四

美三热爱”、卫生城镇创建等很多词语深入人

心。在爱国卫生活动中，结合民间习俗、节日

开展经常性的卫生运动，如“五一”劳动节、

迎国庆、元旦、除夕等时间节点进行大扫除，

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意

识，树立新的卫生观念，强健了我们的体魄，

为我们迈向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岁末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赋予了

爱国卫生活动不同于以前的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考验的不仅是一国

应急救助能力和医疗水平是否过硬，还有国

民卫生习惯与公共卫生水平能否过关。所以

今年的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重点内容，除了改

善环境之外，更提出了向不卫生不文明饮食

陋习宣战等事关个体的卫生准则。我们不仅

要以实际行动清洁家园，更要革除陋习，自觉

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比如，浙江温州市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分

餐用公筷”的倡议，提倡“餐具专用、合理分

餐、使用公筷”，杜绝唾液、飞沫“口口相传”，

从源头上阻断病毒细菌在餐桌上的传播。再

比如，在政府的大力倡导扶持下，衢州当地

“公筷行动”已经推广到乡镇一级。当然，我

们也提倡咳嗽、打喷嚏时用餐巾纸遮住、不

让唾沫横飞等各种卫生礼仪，因为病毒浓度

极高的新冠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我们还

要培养勤洗手的习惯，彻底杜绝随地吐痰的

陋习。总之，疫情面前，我们应该反思原来

一些习以为常的不良生活习惯，与时俱进改

进健康观念。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的重要性，认识到良好习惯有利于

增强自身免疫力、抵御病毒侵袭。钟南山院

士说过，“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我们不仅

要关注医疗卫生硬件的建设与提升，也应该

关注生活行为、生活方式、卫生礼仪，在实际

生活中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如此，才能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群防群控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健康中国，从人人参与爱卫活动做起

前几天，一名21岁的女护士小莉在网上发

帖称，自己因为拒绝领导饭局遭解聘，引发了

网上的热议。此事有了进一步发展。

据红星新闻报道，4月14日，涉事的成都医

大医院发布通报，经调查，詹主任约小莉吃饭

并非部门聚餐，同时还约过另外的女护士，结

合给小莉的“忠告”信息，院方认为其言行不

当，对员工、医院及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涉

事的詹主任已经被停止一切职务。

该院还回应称，“关于小莉的离职，院方是

经过了带他的老师，以及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了

评判的。小莉的入职到离职的手续，都是按照

医院的相关规定办理的。”也就是说，小莉遭解

聘，其实与拒绝詹主任的饭局并无关系。但小

莉也没有冤枉詹主任，医院通报了他言行失

当。

这位詹主任多次私下邀请小莉吃饭，其动

机是什么，我们不便胡乱猜测。但一个男领导

在非工作时间几次三番邀请一个入职不过 10

多天的女下属吃饭，甚至三更半夜打电话约其

出去喝酒，这份热情显然超过了一般同事之间

该保持的界限。

或许在詹主任的意识里，即便是非工作时

间，领导喊下属一起吃饭也是天经地义的，这

从一开始其辩称吃饭也是工作范畴可以看

出。但詹主任恐怕没有意识到，员工工作时间

以外的私人空间院方无权干涉，他的行为不符

合医院管理规定，也可能构成了对女下属的骚

扰。

詹主任还存在公私混淆的情况。一般来

说，如果员工因为不符合工作要求而被解聘，

就应通过正式渠道通知，将原因向其解释清

楚。然而，詹主任却通过微信私下告知小莉，

也没有将原因说清楚。

他还整出一段内容不明、含沙射影的所谓

“忠告”，其中“一定要领会领导并听从领导的

指示去做”，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满小莉拒

绝他的邀约。这当然同样也会引起小莉的怀

疑。

现实生活，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掌握一定

权力的人，把职场“潜规则”发挥到极致，甚至

心怀不轨，以职务之便或工作之名，对一些女

员工行骚扰或侵害之实。类似的事情屡见不

鲜。

小莉的遭遇让我们看到，职场之中，女性

常会遭遇不公平对待，面临包括“潜规则”在内

的职场风险。对此，许多女性出于现实考虑，

不得不忍气吞声，这进一步助长了这些人的气

焰。

由此看来，小莉的拒绝和公开是一次勇敢

的反抗，她的举动不仅让“詹主任”这类人有所

忌惮，也给更多女性敲响了警钟：在面对“潜规

则”时勇敢发声，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勇敢拒绝“潜规则”，才能更好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