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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过 度 依 靠 父
母，不仅加重
他们的负担，
也 难 以 获 得
法律的支持。

正 是 这 日 常
的点点滴滴，
凝 聚 成 美 好
的大生活，彰
显 了 社 会 的
文明程度，汇
成 了 一 座 城
市的温暖。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据中新网报道，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就一个父母对

成年子女“啃老”能否说不的案例中，最高

法指出，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父母

不再负担抚养义务。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

没有能力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子女

强行“啃老”，就侵害了父母的民事权利，父

母有权拒绝。

抚养和教育孩子，是父母的天职。但

这一天职，是有时限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

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

务。”也就是说，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

女，父母不再负担抚养义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诸多原因，

父母往往还会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

有的，甚至在成年子女结婚生子后，还会持

续给予帮助。

必须清楚认识到的是，父母自愿向成

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这是父母自愿处分

自己的权利；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没有能

力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成年子女是

不能提出非分要求的。子女强行“啃老”，

就侵害了父母的民事权利，父母完全有权

拒绝。对于这样的法律规定，公众应该有

基本了解和认识。

之所以最高法再次通过案例的形式加

以明确，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啃老族”。

在工作或生活中受到了挫折，一些年轻人

甘愿躺平，却让父母负重前行。通过具体

案例进行明确，重申父母有权拒绝强行“啃

老”，是有必要的。对于“啃老族”来说，这

是敲响了警钟；对于其父母来说，这有助于

警醒。

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是每一个人都

应具有的品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

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应当为了自身及家庭

的美好生活而自力更生。用勤劳的汗水创

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才是正途。过度

依靠父母，不仅加重他们的负担，也难以获

得法律的支持。年轻人应该摒弃“啃老”的

错误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

能让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

司法裁判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也让做父母的警醒。管得了子女的一

时，管不了子女的一世，对孩子真正的爱，

是及时“断奶”，引导他们积极走向社会自

力更生，否则，看似对子女的爱，实则是对

他们的害，也为自己埋下祸根。

成年子女“啃老”，父母有权说不

一早醒来，朋友圈里就被下雪刷屏

了。难得下雪的南方，一遇到雪花飞舞的

情景，几乎所有人的心中都会忍不住欢呼

雀跃起来。

银装素裹的雪景固然美不胜收，清晨

风雪中，杭城一家普通早餐店里氤氲的人

间烟火气息，令人倍感温馨。“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出

发采访时的凌晨 4 点，街头鲜有人迹，但已

能看到一些骑着电瓶车的打工人和疾驰而

过的货车。（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4版）

开早餐店是众多餐饮品类里最累的，

要想替早行人准备一口吃的，需要起得比

别人都早，准备工作要花很多精力。记者

来到的这家小店，在新元金沙家园小区门

口，名为“兴笼记小吃”，经营早餐店的柯国

平夫妇基本上凌晨 2 点多就要起床开始忙

活。

下雪天的凌晨，店里也冷，但一碗碗冒

着热气的豆浆，一根根刚出锅的金黄色油

条，一声声嘘寒问暖，散发着温暖，驱散风

雪的寒意。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街头巷尾

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呈现的无非是市井

百态、寻常生活，却足以让人体会到幸福的

真谛。在记者跟访的过程中，夫妻俩手上

的活一刻不停，上百斤重的豆浆桶，柯国平

一个人拎着搬上搬下，他们也在用自己的

双手，打拼着更美好的生活。勤勉里有苦

涩有艰辛，但更多的是踏实与希望。

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最平常，平平淡淡

才 是 真 ，但 很 多 时 候 我 们 却“ 日 用 而 不

知”。清晨风雪中，一家人来人往、忙忙碌

碌的普通小店，从档口出炉递到顾客手里

的，不只是一份份可口的早餐，更有浓浓的

人情味，治愈人心。

正是这日常的点点滴滴，凝聚成美好

的大生活，彰显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汇成了

一座城市的温暖。

风雪中的人情味，汇成杭州城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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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年考研初试成绩，终于在万

众瞩目中放榜。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多少惊喜，就伴随着多少遗憾。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浙江丽水

一女生考研成绩不理想，一时想不开，被民

警奋勇救起，及时安抚后送回家中。警方

呼吁：人生很长，考研不是唯一的出路。“中

国消防”发帖：“当你绝望时，回头看看，想

想父母，想想身后还有多少人，在为你勇敢

为你拼命。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珍惜

呀！”

回头来看，2022年的研究生考试，竞争

确实激烈。“考研热”持续升温，今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报名人数 457 万，比 2021 年增长

80 万，增幅为 21%，考生中约一半是应届本

科生，创造了考研历史的新纪录。此种现

象背后，有来自社会就业的需要，也体现了

许多青年基于个人的人生规划，对自身发

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一次考研，受到的关注是前所未有

的。放榜前，可以说，整个中国都在等待考

研分数揭晓，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女在等待

男友，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对学子而

言，考研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要对自己负

责。而一旦选择，无论结果好坏，都须由自

己承担，要能担得起成功的喜悦，也能担得

起失利的落寞。

如果付出辛苦和努力后，没能得到期

待中的回报，伤心和失望是难免的。像那

位姑娘的举动令人揪心，幸好民警及时救

助。民警的劝慰、网友的鼓励都说到了实

处：人生不止一场考试，姑娘啊请你回头看

看。

回头看看，考研重要吗？就算重要，也

不是只有这一次机会，考试失败了还可以

重来；也不是只有考研一条路可走，可以试

一试有没有别的路。

电影《一代宗师》里，有一招“老猿挂印

回首望”，关隘不在挂印，而在于“回头”，其

实说的是人不能只有眼前路，不看身后。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只看到眼前路，而

忽略了回头的广阔天地。电影如此，人生

亦然。

常回头看看，还能从岔路中看到新路，

发现坚持的意义。或许有的年轻人，本来

希望通过考研实现对自身平凡处境的超

越，打通向上的通道。但任何向上走的路，

都是曲折前进的。跌倒了，摔跤了，爬起来

坚持走下去，不放弃才有新的希望。

投资界有云，“闪电打下来的时候，你

必须在场”，意思是要保持“在场”，要坚持，

方有良机。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留

后路，不放弃，蓦然回首，发现闪电照亮的

恰是生门所在，岂不妙哉。

人生不止一场考试，坚持才有无限希望

一旦选择，无
论结果好坏，
都 须 由 自 己
承担，要能担
得 起 成 功 的
喜悦，也能担
得 起 失 利 的
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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