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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抢鸡蛋何错之有

街谈巷议

“拆老”不可取

蹲到地里点把火，
全家都去吃牢饭。
初衷本是为安全。
标语口号却跑偏。
连坐思维不可取，
合法合规是底线。
拆除横幅没完事，
依法行政放心间。
文/方知 图/朱慧卿

编读往来

祖孙融洽获奖多

贵 报 5 月 18 日“ 祖
孙”版刊登的《多说捧场
话，不让孩子扫兴》一文，
我有更进一步的体会，多
给孩子一些点赞还能成为
孙辈前进的动力。我孙女
从小就喜欢读书，后来还
喜欢上了演讲。我非常支
持她的这些爱好，并且参与
到她的各项比赛之中，给予
她支持和动力，使她增强信
心继续努力。孙女的水平
不断提高，屡屡获奖，祖孙
关系也十分融洽。（河北保
定 彭英凯 76岁）

编辑欧阳继霞回复：
在鼓励中融洽祖孙关系，
促进孙辈成长，实为祖孙
乐事。

“拆老”现象在一些
地方时有发生。“拆老”，
顾名思义，就是子女硬生
生地把本在一起生活的
老年夫妇拆开，分居两
地，各过各的生活。

根据我的观察，在多
子女家庭中，“拆老”情
况较多，子女们精力有
限，将老人分开，以便赡
养。老夫妻变成了一对
被拆散的鸳鸯，往往到
过年时才能见面。还有
一种情况是为了帮子女
带娃。在城市工作、生
活的子女，有些由于条
件所限，往往只能允许
一位老人前来带娃，这
样 难 免 把 老 年 夫 妇 拆
开。我有一位老友，就
是夫妻二人轮流去帮忙
带孩子。

俗话说：“少年夫妻
老来伴。”老年人更需要
恩爱和谐的晚年生活。
强行将老人分开，不仅给
老人的生活造成了不便，
也可能使老人产生孤独
感，不利于身心健康。不
论基于什么目的，“拆老”
都违背了老年人的生活
规律，背离了他们的意
愿，是不可取的。作为子
女，应当孝顺老人，尊重
老人在一起的意愿。如
果万不得已要分开，子女
要注意为老人团聚创造
条件，常给老人“放假”。
注重精神赡养，平时多和
老人交流沟通，多带老人
出 门 转 一
转。（山东郯
城 刘 琪 瑞
57岁）

日前，重庆市万州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77岁老人在抢购超市促销
商品时摔伤导致骨折，法
院认定被告某商行承担
70%的责任，判决其赔偿原
告陶某损失 5 万余元。超
市推出打折等促销活动往
往会吸引不少老年人排队
抢购。但人群拥挤可能带
来安全隐患，一不小心就
会发生事故。

抢最便宜的鸡蛋，抢
最新鲜的蔬菜，在网络上，
不少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群
抢抢抢的讨论并不少，甚
至相当数量的人对此报以
嘲讽的态度，老年人抢鸡

蛋成了一个不好笑的梗。
哪里有免费或特价的鸡
蛋，哪里就有老年人群的
身影。超市前拥挤着等待
开门的老者，活动现场排
着长龙领取鸡蛋的老人。
快速的奔跑与漫长的等
待，共同刻画下了一个独
特而鲜明的脸谱。本该清
闲的生活缘何争分夺秒？
明明有退休金又为何锱铢
必较？当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以这样的方式和鸡蛋关
联在一起，年轻人的不理
解逐渐从调侃与戏谑演变
成了污名化。

老年人热衷抢鸡蛋，
背后的成因较为复杂，这
既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节俭

观念，也有需要照顾全家
生活的现实需要。在网络
时代，一切都变得飞快，年
轻人动动手指就可以抢到
优惠券，下了单就有人将
商品配送到家。而老年人
和年轻人不同，他们想要
买到实惠的商品，需要在
线下门店货比三家。年轻
人何尝不是抢来抢去呢？
只不过，年轻人是通过互
联网去抢，而老年人的奔
忙落在了街头巷尾。

年轻人在玩梗之前，
应该好好想一想，老年人
抢到的鸡蛋去哪儿了，老
年人去菜场买回来的好吃
的又给谁吃了，那些在超
市前精挑细选的老年人，

可能就有你的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特别是那些和老
年人一起居住的年轻人，
更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
么起床就能吃上热乎的饭
菜，为什么家中的各项用
品总是不用你操心。那些
特价鸡蛋，是老年人日复
一日的生活，老年人在生
活中奔走的速度已经赶不
上年轻人，可他们依旧在
努力地生活。

老年人热衷抢鸡蛋没
有错。当然，老年人抢鸡
蛋受伤也为大家提了个
醒，除了提供必要的安全
保障，这个社会也应对老
年人群少一些冷眼和偏
见，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一家烧火，全家坐牢”标语被拆除

日前，有江苏网友晒出一些宣传横幅，上写“一家
烧火，全家坐牢”“蹲到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吃牢饭”

“谁家地头谁看管，谁家着火谁罚款”等字样，横幅落款
为高墟镇人民政府。此事迅速发酵，不少网友质疑这
是“连坐”，有悖法治精神。

对此，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
责令高墟镇拆除了相关横幅。此前，当地镇政府相关
人员表示，老百姓签的承诺书就是这样的，但不会真拘
留全家，只会拘留烧秸秆的个人。只是为了推进工作，
暂时还没有人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