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孩时代，孩子跟谁姓在一些家庭里产生了分
歧。有人觉得孩子随父亲姓是传统，也有人觉得孩子
随母亲姓也未尝不可。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3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47 . 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随父亲的姓，54 . 7%
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23 . 2%的受访者则表
示对此不能接受。（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自古以来，子随父姓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
欧美国家，女性嫁人后会随夫姓，在我国台湾和香
港，女性嫁人后，也会在原来的姓前加上夫姓。这
种姓氏上的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种有力折射。
之所以形成姓氏上的不平等，是因为在人们根深蒂
固的观念中，认为子随父姓或妻随夫姓是在传承姓
氏，更是在延续男性家族的香火，进而影响了人们
的性别价值取向，在生儿育女上重男轻女，“儿子
才是传后人”。

超过五成的受访者接受“子随母姓”，无疑是社
会进步，这部分受访者应该是从内心消除了姓氏传
承上的男权意识，主张女性也应当拥有姓氏传承的
权利。而一些女性一旦有了传承姓氏的机会，“生女
不生男是断后”的错误思想、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

就可能逐渐淡化，男女平等有望进一步实现，男女性
别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形也有望缓解——— 因为不管生
男生女，都可传承家族姓氏了。

事实上，我国《婚姻法》早就有明文规定，子
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因为姓名权是公民与
生俱来的权利，新生儿随父姓或母姓，或采用父母
双方姓氏都是被允许的。孩子既是爸爸的骨肉，也
是妈妈的骨肉。在二孩时代，“孩子跟谁姓”若在
一些家庭里产生分歧，争论不休，甚至不惜对簿公
堂，户口登记等部门，其实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主导
作用，宣传姓名权的法律规定，保障“子随母姓”
的权益的。

在这方面，有的地方做得比较好。三年前有媒
体报道称，安徽省长丰县作为国家确定的试点县，

掀起了性别平等的“姓氏革命”，在试点乡镇，孩
子如果随母亲姓，能拿到1000元奖励。虽然1000元
奖励对有些人而言“聊胜于无”，但长丰县淡化姓
氏观念、纠正重男轻女思想、解决男女比例失调的
实干做法，却值得称道。期待有更多地方在呼吁男
女姓名权平等之外，以经济手段、奖励政策给予一
定纠偏。

当然，也期待更多家庭在“孩子跟谁姓”上多
一些民主与平等。名字纯粹就是一个符号，孩子姓
什么不会影响亲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实在要平衡的
话，可以把夫妻双方的姓都融合在孩子身上，既能
缓解家庭矛盾，还能避免重名。有的独生子女夫妻
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这些都是
追求男女平等方面的尝试。

10月16日，在北京市第五届老年节旅游活
动周启动仪式上，北京市旅游委公开发布了该
市《老年旅游接待基地服务规范》，这也是北京
出台的首个该类旅游指导规范。根据《服务规
范》，北京的老年旅游接待基地需要达到多项细
化要求，包括备有老年游客常用药，提供老年意
外伤害保险等服务。（10月17日《北京商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参与旅游已
经不再是新鲜事儿。据全国老龄委调查数据显
示，目前老年人已占全国旅游总人数的20%以
上。事实上，与学生、上班族不同，这些退居二线
的老年人，一方面时间比较自由；另一方面也善
于追求生活品质。在注重养生的同时，也乐意出
去走走，且已逐渐成为出游主力群体。

但同时，老年旅游市场缺乏规范，也影响了
老人们的出行体验。比如，赶行程、加自费、少保
障等乱象，一直是老年旅游市场的“痼疾”。面对
老年旅游这块“大蛋糕”，一些旅行社也存在顾
虑。比如，很多保险公司不受理75岁以上老年人
的旅游保险，拥有一定的急救知识、看护知识的
导游比较难找等等。这既影响了老人们的出游
体验，也不利于旅游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2016年9月我国首个老年旅游国家
级行业标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颁布实
施，以规范行业秩序。据媒体报道，即便老年游
市场蕴藏了极大潜能，但是为了追逐利益，一些

旅行社依然是以低价为主要卖点，缺乏“高大
上”的、定制化的“银发旅行团”；由于部分地区
相关产业规范尚不完善，还出现了养老旅游企
业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

北京市出台的《服务规范》，借助媒体所言
就是“粗放老年旅游市场迎新规”。新规最大看
点，一是鼓励旅游企业组织在京老年人京郊旅
游，并按组织人次多少给予5万到15万元的奖
励；二是对老年旅游接待基地进行了“标准化”
规范，如，连续乘车不超过2小时距离范围内，距
离一级以上医院在10公里以内或者半小时车程
之内等。

当然，对于老年人而言，出门旅游也应该多
些科学和理智消费，一方面选择旅行社切莫只
算计价格，还须看清旅行社的资质以及口碑；另
一方面选择自助游，应念好安全经，毕竟出门旅
游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再者，自己权益受到伤
害时，也应善于依法维权，而这就需要提早做好
相关知识的储备，以实现应对自如。

不难发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和国家
相关政策的不断支持，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
入到老人旅游行列中来。但在看到“银发经济”
的同时，更应该通过规范旅游市场，以提升老人
们的生活娱乐质量。从这个层面讲，北京市《老
年旅游接待基地服务规范》对推动银发旅游产
品创新的推动作用，无疑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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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五成人接受“随母姓”是社会进步
□ 李秀荣

“适老旅游”

亟须走好规范路
□ 杨玉龙

本报10月16日刊发《“百万抚恤金”当成奖善风
向标》，读后颇受启发，心中感觉很温暖。

大凡市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往往都是出于
本能或内心的一种善良和正义之感，而没有任何
功利之想，但在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后，会给其今
后人生带来一些艰辛与坎坷，有的甚至为此献出
了宝贵生命，给亲人和家庭也会带来难以消解的
困难和痛苦。如，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幼小的孩
子失去父亲或母亲、家庭没了顶梁柱等。这时，只
是精神奖励是不够的。重视“义”而轻视了对见义
勇为者个人或家庭生活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这个

“利”，那么，“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就可能发生，
进而导致一些人面对危难时思前想后，顾虑重重，
甚至会出现不敢或不愿伸手“管闲事”的想法。

正如文章所言，有关部门通过奖励见义勇为
去进行正面引导和典型示范，倡导的是“人人尊重
见义勇为，人人保护见义勇为，人人乐于见义勇
为”的良好社会风尚。因此，给予见义勇为者以重
奖，不仅仅是对英雄个人英雄行为的一种肯定和
帮助，也是对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推进。笔
者认为，不仅要对英雄进行重奖，并且要进行大力
宣传，其目的就是要弘扬社会正气，激发每名公民
都能在关键时刻释放出自己的“真善美”，从而在
全社会鼓荡起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一些留学生回国就业，感觉并不如意。“他
们普遍认为留学是宝贵的人生经历，但面对严
峻的就业形势，不少受访者都表现出巨大的心
理落差”。

留学一度被看作精英群体的“主流行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的门槛越来越低，留学
的性质从官派留学为主到多元化留学格局的变
化，留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变得参差不
齐。但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今年8月联
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
示，认为留学收益小于成本者只占27 . 3%，所谓

的“留学不值”“留学回来找不到满意工作”之类
的言论，只占据一小部分。因此，有意留学者，没
必要因为别人的情况来限定自己的选择，评价
标准不在外界，而要从自己切身的需求出发去
考量。

对于年轻人来说，与其耽于“留学到底值不
值”的争论之中，不如认清现实环境，从自身情
况出发，选择一条最合适的道路。如果留学者们
找准清晰的定位，为自己而留学，那么“留学归
国后找不到工作”的抱怨，自然会少很多。
（10月18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唐春成）

早晨，笔者骑自行车去上班，随处可见创
建文明城市的标语。在路口等红绿灯，交警同
志礼貌地询问我要去往哪个方向？并指引笔者
在安全位置等候红绿灯。

笔者所在城市，自从开展文明创建活动以
来，行人或骑车人闯灯的越来越少，各方面变
化都很大。回家跟父母聊起这些事，他们也感
觉到整个城市的变化，秩序更加井然，环境更
为干净，就连早上买早餐也放心了许多，尤其
是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友善了。“十一”假
期，外地亲戚回来探亲，也感慨城市面貌变化
很大，他们恰好去中医院探望一位病人，在等
候电梯时遇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有的帮忙
按电梯，有的帮忙搀扶老人，这让大家感觉城
市的温度也升高了。小姨家的弟弟正在读小
学，谈起创城，她经常说现在接送孩子特别方
便，校门口秩序有了很大改观，也不会再担心
孩子买小摊贩的零食吃了影响健康。大家都感
觉城市更加温暖了，人与人之间更为信任了。

文明城市关乎你我他，每个人都是文明创
建的主人。环境更美了，秩序更好了，整个城
市的吸引力就提高了，项目、人才、宾客、资
金都会落地开花，这就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魅力
所在。

■ 漫 画

为重奖见义勇为

点 赞
□ 刘忠久

文明创建

“温暖”你我他
□ 任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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