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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失独老太高龄产女再现视点华
声

非常语录…

“我们到一个地方要钱，都
是谁先到谁就在这儿。像我
这样的老人、残疾人都很讲
道理， 就这些抱孩子的妇
女，太不讲理。”

前天，北京东四环朝阳公园
附近，一名男性乞讨老人被六名
乞讨妇女围殴。老汉称，被打是
因为“地盘”之争。而在他们的乞
讨“江湖”中，不乏各式各样的
“潜规则”。

网友跑步钱进：挺不容易的。
网友喂人民服雾：马上派丐帮帮
主过来整风！
网友拉钩上吊：就是一帮骗子。
网友爱吃鲍鱼： 九袋长老也敢
打？反了！
网友好好爱我：都是丐帮的何苦
呢？六大门派笑了。

“95后”都成辣妈了，我就只
能当老干妈了”。

近日， 微博上推出了第一届
“辣妈大赛”。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
“90后”、“95后”晒出自己与孩子的
照片， 整个大赛陷入争议之中：辣
妈难道是年纪越小越辣？这令不少
“剩女”自嘲起来。

聂卫国（律师）：若情况属实，男方
便涉嫌“奸淫幼女罪”，而少女妈妈
们未婚先孕，属于非法生育。
网友嘟嘟：真要查起来，这些晒照
片的就知道难受了。
网友萤之森：这是抱别人的孩子照
的照片吧？
网友咖啡太苦：87年的女青年路
过～苍天！情何以堪呀！
网友爱在下一站：瞬间觉得，俺已
经落后好几代了。

余以为…

“提前缴学费打折”是为学生好？

4年前，60岁的盛海琳在失去
独女后冒险选择了再生，并生下双
胞胎女儿。 传统观念里，“老来得
子”是人生幸事，但对于一名六旬
老太来说，却不啻于一次以生命为
抵押的“豪赌”———大出血、全身疼
痛、身体浮肿……“中国最高龄产
妇”是生命的奇迹，但这项纪录的
产生，置之于数百万失独家庭的大
背景下，又像一张气氛压抑、情绪
悲怆的幻灯片，无声诉说着失独家
庭共同的凄怆。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
年鉴》估算，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
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

个。如何安放失独者的晚年，是一
个公共性社会命题———尽管盛海
琳对生命极限的挑战，演示了生命
重生的极限可能，但试问又能有几
人有勇气去效仿她的选择？高龄产
子之可畏， 不仅在于生育困难，更
在于养育艰苦。盛海琳生下一对双
胞胎女儿之后，为了替女儿们攒下
成长费用， 不得不从孩子满100天
开始，就四处奔波挣钱。这生与养
的双重艰难，即便能由高龄的盛海
琳夫妇一肩担起，但作为极个别案
例，注定无法在数百万失独家庭复
制他们用极大勇气和付出重新赢
得的家庭温暖与幸福。

失独者每个国家都会有，但在
我国之所以存在如此数量庞大的群
体， 不能不归因于国情国策而产生
了为数众多的几代独生子女家庭。
由此而言， 失独者的个体创伤也是
为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付出的
家庭牺牲。在此意义上，抚慰失独家
庭，令失独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是社会与国家的整体责任。

这其间的道理，在既有的制度
安排中也有体现。2001年底颁布的
《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中曾有规定：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 死亡，其
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

项规定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对失独
家庭的政府责任， 但在落实的层
面，却因地各异，不少地方给予的
补助甚至比低保还低，更不要奢谈
对失独家庭多一层精神抚慰。某种
程度上，正是对来自制度层面的替
偿缺少足够信心，才倒逼出六旬失
独老太高龄生子的悲喜剧。

随着失独家庭的问题凸显，也
有不少地方开始完善相应的补偿机
制。比如，陕西就从去年10月1日起，
对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夫
妇、 农村居民每人每月补助800元，
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补助1000元；还
将根据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对失独家

庭给予最高可达3万元的精神慰藉
费和生活补助费。 虽说物质与金钱
无法完全弥补失独之痛， 但让失独
家庭感受到制度温暖， 必然有助于
其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而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
独二胎”政策，是一项根本性的政
策“利好”。这项人口政策的调整，
不仅是计生政策的自我完善，将大
大减少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对失
独者的最好慰藉。因此，有条件的
地方尽快落实这一政策，不让“高
龄产妇”的纪录刷新，将是一种充
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政治智慧。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双十一”过后又是“双十
二”，促销的事一茬接一茬，但提
前交学费可以打折， 这样的"促
销"手段还真是新鲜：近日，株洲
周同学向记者反映， 她所就读
的湖南电子科技职院竟然推出
学费“促销”政策，鼓励学生跨学
年缴纳学费，5月份以前缴下学
年的学费可减免10%，5月份缴
可减免8%，6月份缴可减免6%。
（本报今日A14版）

据该校有关负责人介绍，
是因为部分学生家长考虑到
学生的奖学金、 助学金太多，
又怕孩子乱花钱，主动向学校
申请提前缴纳学费，才推出了
这样的政策。既然学校是为了
学生好，怎么还不领情呢？

提前缴费是本着自愿的

原则，又能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
的优惠， 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不
过，有一点不太好理解：既然是家
长们主动申请提前缴纳，学校予
以采纳就行，为什么还要给予打
折的优惠呢？这所学校也太好了
一点吧。如果再联系起周同学报
料中提及的另一个事实———学
校延期发放助学金、用助学金抵
扣学费，则更让人产生怀疑：该校
究竟是为学生和家长着想，还是
在变着法子募集资金？再进一步
猜想，这提前缴纳的学费，是用于
了学校教育投入，还是挪作他用
了？这并非恶意猜测，高校挪用教
育经费去搞炒股等经营活动，最
后亏得一塌糊涂无法填补亏空
的事例，早就有媒体报道过了。

退一步说，即便提前收的

学费都用在了学校建设上， 那也
是违规的做法。 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学费都是按学年或学期收取，
无论是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
都不得跨学年预收。 学校出现的
“学费预收”、“学费打折”、“扣押
学生助学金抵学费” 的现象都属
于违规行为。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是为
民众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机构，
并非经营主体， 打折促销等商家
经常采用的市场手段并不适用
它。湖南电子科技职院的做法，混
淆了角色定位， 错把自己当商人
看待了。所以，哪怕预缴学费的学
生得到了打折的好处， 即使这些
资金都用在了正当的学校教育建
设上，也仍然是错误的，必须进行
制止和纠正。 ■颜如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