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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带孙是对
“啃老”的纠偏

据2月15日《三湘都市报》报道：日

前，华声在线论坛上一篇名为《女婿已经

三个月没给生活费了，我还该不该继续给

他带儿子》的帖子引发网民热议，“带孙

费”、“有偿带孙”等新名词的出现开始刺

激着人们的头脑，一些有想法的“前卫”老

人开始挑战传统，他们不甘再做免费保

姆，主动向子女收取“带孙费”。

含饴弄孙，这句成语为老人们的晚年

描绘了一幅幸福的图景。然而，现实生活

中，老人们往往成为“免费保姆”的代名

词，不但要为儿女们照顾好孩子，还要贴

上养老费用。这种间接啃老的现象，也让

老人们在身心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有偿带孙，看似有悖于传统纲常的行

为，但在捍卫老人自身权益方面走出了可

贵的一步。现在，很多年轻人成家生孩后

却不知道养家持家，往往以工作忙为由，将

抚养孩子的责任与义务一股脑儿地推给老

人。殊不知，老人们将儿女养育成人，吃了

多少苦，到老了还不能好好安度晚年、享点

清福。有偿带孙并没有将亲情货币化，却

是表达一种权利主张，老人不是无偿的劳

动力，儿女们应该多尽一点责任，尽可能不

增添父母的物质与精神负担。

“啃老族”的出现，深深影响着老人

们的幸福指数。应该说，有偿带孙是对

“啃老”的一种纠偏。从情感上来讲，老

人们也能这样做，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

况下，儿女们生活也很不容易，能支援

一点就支援一点，但这种“厚爱”往往被

儿女们理解为理所当然，老人们竟而成

为永远的“义工”。不去根除“啃老”这

种思维，老人们晚年生活就要被打上折

扣，平添无尽的家庭烦恼。

有偿带孙，既是对儿女们善意的提

醒，更是对老人们自身权益的保障，我

们的社会和家庭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

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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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笼换鸟”岂止在广东
州 立

众所周知，“腾

笼换鸟”的命题发端

于广东。几年过去

了，由解困之策而至

引领未来之路径，由战略思维而至雷霆

轰鸣之壮举。君不见，今日广东的产业

升级，在珠海之滨掀起惊天大浪。

而当我们为“腾笼换鸟”的大胆提法啧

啧称许的时候，或对由此引起的一场争论津

津乐道之时，一场低能级的“腾笼换鸟”的地

震也已在我们的脚下隆隆作响。早在十多

年前，当我们举起大锤砸向安纺的“1513”纺

纱机，那不就是敲响了落后生产力的丧钟

吗！当“黄山牌”电视机寿终正寝、而为别人

收购重组，那不就是留下了弃旧图新的影像

吗！十多年后的今天，类似的情景不仅没有

遏止，反而在加速度地进行。

这是历史的必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创造了少

有的辉煌，反映在物质财富领域，就是从短

缺经济走向商品充裕，而又从商品充裕走

向产能过剩。试想想吧，在今天的市面上，

有几样东西不是充街塞巷哩！当然，过剩，

只是结构性过剩。绝对过剩的是那些几十

年一贯制的“老面孔”，是质次价高的大路

货，是无法吸引眼球的过时品。遗憾的是，

这些应该进入历史“回收站”的产品依然在

消耗着可贵的能源原材料。对于那些还在

“复制古董”的设备和厂房，难道不应该“腾

笼换鸟”吗？

这种“腾笼换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着两年多前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

危机而大大加剧了。感受危机最敏感的是

国际市场。那些过惯了“提前消费”的西方

消费群体开始谨慎花钱，过去一掷千金的

阔佬们也捂紧了口袋。我们的外贸一下子

一落千丈。有人说，事过两年，世界经济开

始复苏，外贸不又恢复元气了吗？是的，单

从出口创汇值来看，也许是这样。但出口

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传统的、过时

的商品悄悄地为新颖的、多功能的，更多的

是高、新技术的产品所取代。国际市场同

样呼唤着“腾笼换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

创新孕育新的突破，人们的需求结构也

在与日俱进地演进，推动着产业结构不

断发生革命性变革。今天是新技术、新

产品，明天就可能被刷新；今天被消费者

趋之若鹜，明天就可能无人问津。这些

严酷的事实一再教训我们，必须一手抓

现有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手抓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一个国家、一个省，

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走势，

关键是在创新中不断形成新的战略支

点。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不是创新，就是

死亡。信然也！

问题回到了我们安徽。“腾笼换鸟”是

否可以缓行呢？不可！当年我们也许可以

劳动力资源丰富、用工价格低廉，为传统产

品赢得一点竞争力，那么，今天，随着全国

性“用工荒”的出现，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

点”，劳动力过剩的“红利”已经不复存在；

在一些地方，过去动辄以低地价、零地价

“饥不择食”地招徕投资者，那么，今天，随

着“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严格实施，

随着建设用地资源的日趋紧缺，也随着土

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谁还

可以轻许土地的低价或无偿吗？凡此种

种，都足以证明，走“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

高新技术产业化”之路，安徽自莫能外。

“腾笼换鸟”岂止在广东！

（作者为省级老领导）

据报道，香港金管局正在研究推出抗

通胀债券。由于这种 1997 年起源于美国

财政部的新型债券具有利息固定，本金与

每年CPI挂钩调整的抗通胀特点，故消息

一出便引起了关注。

抗通胀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以前，国债收益率较高,加上物价稳定，投资

国债成为老百姓的首选，每次发行国债都

能见到长长的认购队伍。如今国债收益率

较银行存款收益率的优势没有了，原先的

情景也就不在了。现在的投资工具多了，

可既能抵御通胀又无风险的投资工具却没

有，于是即使有“负利率”之痛，出于安全考

虑，大多数老百姓只有银行存款一条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保护和提高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事实上，在当前通胀正

呈现复杂性、稳定性、长期性新特点的形势

下，除了大量民间资金需要合理疏导之外，

保护中低阶层广大社会群体财产性收入，为

其提供新的、可以规避通胀的投资工具已是

当务之急。对此，国家有关部门是否应给予

足够的重视，并将其提上议事日程呢？

百姓需要规避通胀的投资工具
一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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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调查结果表

明，公务员职业出现工作倦怠比例最高。

工作倦怠，是机关干部“橡皮化”的最强例

证。政府服务水平究竟有多高，与机关干

部的工作效率密切相关，若是他们缺乏激

情，不仅不利于自身长远发展，办事时也会

影响到政府形象，更无从谈起切实服务群

众百姓。（2月15日《广州日报》）

公务员“橡皮化”，当然值得警惕。但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伪问题。公务员混

日子我们还见得少吗？上班打游戏、看小

说的事举不胜举，即便是整治了一批，仍然

“杂生”出另一批。而他们一边忙于应酬，

一边却矫情地喊累。对于工作无热情，这

些都是司空见惯的。

究竟是什么宠坏了公务员，使他们成

为“橡皮人”？毫无疑问，就是公务员退出

制度不给力，退出渠道不畅通。每年公务

员退出的人数比例极少。而退出的往往是

违犯法律的人员，公务员是铁饭碗，是金饭

碗。再加上，公务员晋升受到“天花板”困

局的制约，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公务员变成“橡皮

人”。而最终受伤害的就是纳税人。

怕公务员变成“橡皮人”，只因没有戳到要

害，“七寸”捏到了，公务员还会“橡皮化”吗？

年过完了，老人家们的腰包瘦了一

圈，孩子们则攒着新年的压岁钱谋划着

在寒假结束前，为新学年来一次大采

购。这原本已是默认的老习俗。

但近日，南京某网友晒出了《90后

女儿的压岁钱》的网帖称，自己的女儿

今年只有16岁，从小到大所收的压岁

钱，孩子都一分不少地装在一个大包

里。原来女儿是把所收的每笔压岁钱

都标注起来，变成了一笔“感恩”的账

单。得到多少爱，在未来的一天加倍地

去回报。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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