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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网报道，近日，上海妇联建议增设

夫妻共用育儿假，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

的三分之一。消息一出，引发热议。不少网友

表示支持：“建议全国推广！”“女性因为生育受

到的职场歧视太多了。”也有网友担心事与愿

违：“育儿假，男性可能还是在家里打游戏。”

上海妇联的这份建议始于一份调查研

究，2020年9月，上海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开

展“家庭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研

究”。调查显示，当前上海市育龄家庭的生育

意愿和生育水平较为低迷，而其中一个重要

因素是育儿成本较高，照顾时间较少。职场

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过重的育儿负

担，让不少女性想生却不敢生。

既然生育问题有痛点，就需要解决痛

点。不得不说，目前来看，家庭育儿的主要负

担还是落在母亲身上。而男性当甩手掌柜的

有，对产妇婴儿疏于照顾的有，至于情感心理

上的关心缺失则更普遍了。特别是在哺乳

期，父亲角色的缺失令人担忧，“丧偶式育儿”

已成为一个常用词。

男性责任不清，一部分原因是角色不

同。作为母亲，女性在照顾婴儿方面的确需

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就

可以袖手旁观了。男性要做的事其实并不

少，比如照顾产妇的起居，关爱产妇，帮助照

顾婴儿，等等。男性哪怕晚上起床给孩子把

个尿泡个奶，给产妇省出一点睡眠时间，对产

妇来说也是相当宝贵，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观念障碍。传统思维

以为生儿育女就是女性的事，男性不愿意承

担责任。

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增设育儿假会是一

个很好的调整办法。目前，国家规定产妇依

法享有的权利主要还是产假。2012 年 4 月 28

日起开始实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七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到

了地方上，又各有不同，有些省份延长了产

假，有些省份还设置了生育假。上海女性在

98 天产假之外还能享有一个月的生育假，在

国内算是比较宽裕的了。

此次，上海妇联希望增设 6 个月育儿假，

由夫妻两人共享，妈妈四个月，爸爸两个月。

如此，相比于以往男方一般只有十天左右的

陪产假，男方的假期大幅增加，意味着男性可

以更多地参与育儿。

夫妻共用育儿假在孩子 0-3 岁时用完的

建议，方便大家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假期，对用

人单位而言也影响较小。

当然，增设育儿假只是提供了更好的育

儿条件，要真正让男性承担起育儿责任，还得

靠男性自觉。作为男性，应该体谅配偶的难

处，理解父亲身份的重大意义，挑起“为夫为

父”的双重责任。

增设育儿假，给矫正“丧偶式育儿”带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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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男性，应
该 体 谅 配 偶
的难处，理解
父 亲 身 份 的
重大意义，挑
起“ 为 夫 为
父”的双重责
任。

有个微信名为“北方姑娘”的女士，在朋

友圈晒出了妈妈从老家沈阳寄来的近 50 箱年

货——酸菜、腌肉、饺子皮、羊排、炸带鱼⋯⋯

连擀面杖都寄来了，还有一份教女儿怎样做

年夜饭的攻略。妈妈在视频里嘱咐：你就照

着我给你写的纸条做，妈不嫌你胖。网友看

后纷纷感叹：“真好，妈妈寄的是满满的牵

挂！”“寄来了一桌年夜饭啊！”“笑着笑着就哭

了。”

可以想见，在因疫情而“就地过年”的大

背景下，在春节临近之时，类似这样的包裹可

谓不计其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境内关

外穿梭不停。本来，过年团聚就意味着要好

好品尝家乡的原汁原味，享受妈妈的正宗厨

艺，如今虽隔山隔水，但亲人的那份挂念，就

如风筝飘线，永远在那一头牵扯。

顾大局舍小家，今年除夕前，许多妈妈不

再去村口等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女，部分留守

孩童遗憾不能到车站翘望长年在外打工归来

的爸爸。手机屏幕虽能缓解思念之苦、离别

之痛，然而，哪里比得上亲人间面对面的打

量、嬉笑、倾诉。

何以解思？唯有家肴。早在节日到来之

前，老爸老妈们就在张罗丰盛的年货，可静下

来之后，发现最主要的“客人”只能通过视频

拜年。于是，这一桌年货注定长途跋涉，风雨

兼程，飞向远方，情落牵挂之处。

故土是永远割不断的乡愁，亲情是人世

间最美的情感，何况正值年关。去年，我们终

于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决战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历史性成就。同时，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稳定实现了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百

姓日子红火了，年货愈加丰富，给子女、给家

人、给亲人多寄些好吃的好喝的那也是顺理

成章的事情。充满柔情爱意年货包裹的大

量涌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泰民丰、其乐

融融。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早

在公元前十三至十一世纪殷商时代就出现的

“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称谓、意蕴虽有变

化，但其特有的传统人文蕴涵和亲情凝聚价

值一直备受呵护和珍视。如今，日新月异的

科技革命，正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社会生态，

影响着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但改变不了

春节这一重要传统节日深邃的文化内涵，反

而增添诸如快递寄年货、隔空教烹饪这类新

鲜事物，有了新的内涵和韵味。

柔暖包裹传深情，有爱亲情洒九州。这

亲情也溢向有华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感

谢天下父母、感谢给我们带来温暖和感动的

亲情。因为就地过年，因为这个春节，我们见

证了跨越山川的亲情。

寄来的年夜饭，见证跨越山川的亲情
感 谢 天 下 父
母、感谢给我
们 带 来 温 暖
和 感 动 的 亲
情 。 因 为 就
地过年，因为
这个春节，我
们 见 证 了 跨
越 山 川 的 亲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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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浙江嘉兴多所学校变

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违规

收取教辅软件服务费，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

为依据分班；该市 2.2 万余名初中生参加“平

板教学”，以人均支付费用 5000 元估算，花费

超过1亿元，其中平板电脑硬件花费近7000万

元。近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公布了上述

问题的整改情况。

在“互联网+”时代，教育信息化建设是大

势所趋，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各地屡屡曝

出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

成为其中的不和谐音。

嘉兴多所学校以“平板教学”为由进行分

班，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加重了学生

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悖于义务教育的平等原

则。如果学校筹措资金将平板电脑等教具分

给学生，即便引发争议，也属教学理念有分

歧，尚可见仁见智，但事实上学校并没有这样

的条件。

事情曝光后，嘉兴有关方面对照问题逐

项剖析整改，共清退平板电脑费用等 7134.53

万元，实现了应退尽退。事情暂告一段落，但

反思不能就此停息。

数字化教学资源进校园，采购要合乎规

范，不能以“自愿”为名行强制之实。而学校

是否真的需要进行“平板教学”，本身也值得

商榷。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种趋势，并不意味

着要放弃原则进行跟随。互联网技术的运

用，必须定位于辅佐服务教学的角色，各校需

因地因时因人而宜。也就是说，真正有助于

教学的，应该尽可能紧跟潮流，否则便应斟酌

执行。举例来说，当年多媒体教学令人目不

暇接，喧宾夺主，但后来，它还是回归到了辅

助教学的本位，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需要

选择用或不用。

同样道理，现在推进“平板教学”并非必

须，其合理性还在验证之中。从实际来看，平

板电脑很大程度上只是起了取代课本和板书

的作用，如果需要向学生呈现相关图片和视

频，原有的多媒体辅助教学也已足够。

更何况，让学生尽可能减少接触电子产

品，是保护学生视力的一项重要原则。

数字化教学资源进校园，制度不能缺

位。首先是严格审批前置管理，未经教育局

批准，任何学校不得擅自开设，同时合理控制

开设规模，严格开设年级；严禁让服务供应商

进校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严禁泄露学生信

息。另外，教研部门要加强对平板教学的研

究，建立健全平板教学制度，尽量扬长避短，

让平板教学科学适宜、切实有效。

平板教学并非必须，强制购买更悖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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