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一位杭州妈妈写的一封信在朋友圈
刷屏，引起网友热议，孩子想要父母帮他买套房，
而在他妈妈看来，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自己
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7月31日新华社）

这位杭州妈妈的亲笔信，引发了线上线下的
情绪共鸣。有一些网友认为，现在的90后买房的难
度肯定大于以前的80后，且房价一直在涨，做父母
的应该帮衬点。许多家长也很认同这点，把帮儿子

备好婚房当做自己的分内之事。这便是这个儿子
向妈妈提出需要父母帮买房子的主要原因。

不难发现，从小学到大学，从工作到婚恋，
家长帮衬甚至包办孩子的一切，这种现象越来越
多，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习惯了以爱的名义包办孩
子的一切，在事无巨细的嘘寒问暖中，在大包大
揽的环境中，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无形中日渐退化。久而久之，泡在“蜜罐”里
的孩子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一旦父母做
得少了，便会旁敲侧击、心生不满甚至怨恨。不
对等的、缺乏感恩、宽容与理解的亲子关系折射
出异化的亲情观。

实际上，父母与子女都是平等的生命个体，
需要相互关爱、理解和尊重。有句话流传甚广：
世上的爱都是以聚合为目的的，唯有父母对孩子

的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爱他，就给他自由，
让他独立。虽然父母生育了子女，但人生终究还
是要靠子女自己走的，哪怕跌跌撞撞，哪怕反反
复复，辛苦、流泪、思考、奋斗……都是一次次
成长的拔节。父母只需要在旁边给孩子一些指导
和意见，有距离的帮扶、有目标的淬炼才是帮助
其成长的正确导向。

具体到买房这件事来说，父母愿意并且有这
个能力，自然无可厚非。如果父母没有这个计划，
子女不能摆出各种理由“逼迫”。要知道，帮助已经
成年的孩子买房是情分而不是义务。试想，因为今
天“身边的人都买了房”便要求父母给自己买房，
明日结婚、生孩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索求？赖在父
母怀里的“巨婴”何时才能真正“长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磨难，一代人也有一代人

的追求，子女有子女的梦想，父母亦有自己的生
活。老鹰锻炼小鹰就是将其推下悬崖，逼其展开
双翼，学会飞翔。培养独立自强、人格健全的孩
子，让孩子学会自我成长砥砺前行，给孩子一个
“独立”的机会，培养其勇于担当的责任心，自
己拼搏而来的果实才倍感香甜。

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律上，父母拒绝给成年
儿子买房，都是正常的而非异常。爱孩子而不宠
溺，有所为有所不为，此乃当下中国父母亟待补
上的一堂育子课，这才是这位杭州妈妈的“拒绝
信”里所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因为“一反常
态”，所以众皆哗然，而在大多数网友的肯定声
中，我们看到了新型、平等、开明的现代教育观
念与亲子关系，已经穿越旧有的重重篱笆，这让
人惊喜且充满期待。

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存在一些普通农产品
傍名牌、买证书、蹭“有机”等乱象，但有的“有机”
农产品竟然农药残留超标。一位长期从事有机农
业的企业经理告诉记者，“质量主要靠生产企业
和农户自律。有的有机蔬菜看起来卖得挺贵，到
他们的生产基地一看，田间都是农药瓶子。”（7月
31日《经济参考报》）

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消费者的
安全焦虑。当“有机农产品”名头有利可图时，不
可避免成为一些人觊觎的对象。傍名牌、买证书、
蹭“有机”，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并不过关的商品摇
身一变，被贴上了“有机农产品”的耀眼标签，一
下子身价倍增，变得“高大上”起来。当有机认证
形同虚设，“有机农产品”的含金量自然大打折
扣，消费者难免受骗上当。

符号经济本没有原罪，不过，消费者与商家
之间的符号互动，讲究符号的真实与有效，讲究
诚信与公平交易。如果有意忽悠、欺骗消费者甚
至无中生有，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也破坏了市场
秩序，影响了行业内部的公平竞争。当“有机农产
品”成为一些企业自弹自唱、孤芳自赏的筹码，

“舌尖上的安全”就让人担忧。

针对“广东普宁一男子用脚搁方向盘上开车”
一事，普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法制宣传部工
作人员7月30日告诉记者，当事驾驶员钟某系一时
兴起向副驾驶座位上的女性朋友炫耀车技，被罚
300元记14分。（7月30日《北京晨报》）

从安全角度来看，用脚开车，一是对自己的不
负责任，无视法纪和自身能力的炫酷，往往是以自
伤为代价；二是对车上乘客的不负责任，毕竟，车

祸往往瞬间而发，远非司机的意志所能够左右；三
是对道路安全不负责任，即便这样的危险驾驶行
为没有出现交通事故，也多是侥幸。

安全不是儿戏。交通法律法规落到实处，终归
要靠个人去践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
一位驾驶员都须向危险驾驶行为说不，否则必然
会付出沉重代价。

(文/杨玉龙 漫画/张建辉)

7月30日18时23分，四川米易县湾丘乡麻窝
村四社一村民发现一水塘边有五双鞋，疑似有
人落水，随即报警。针对“四川攀枝花米易县
一水塘捞出5具男童遗体”一事，米易县委宣传
部办公室工作人员7月31日告诉记者，此事系意
外溺水事件，排除他杀，非刑事案件，警方正
在进一步调查。(7月31日《新京报》)

同一天，5个孩子水塘玩耍溺水死亡，这是
生命的最大悲剧。承受悲剧的5个家庭，留下永
远无法抹平的伤痛。每当看到这类新闻的时
候，自己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几下。花季
生命的凋谢，再一次敲响了夏季防溺水安全保
护警钟。

资料显示，溺亡已成为暑期孩子的“头号
杀手”：我国在14岁以下儿童意外死亡原因
中，溺水事故占57%。在儿童溺亡事故中，城乡
差异明显，城市是17%，农村为83%，农村溺死
儿童数量是城市的近5倍。一起起悲摧的事故，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我们
不仅要问：孩子们的安全去哪儿了?

溺水事故频发，有关专家认为原因如下：
一是孩子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二是学校安全教育缺失，教育流于形式；三是
家庭监管缺位，暑期安全失控失管；四是社会
预防机制不健全，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

首先父母应当反思。作为家庭，家长要尽

到安全监护责任，暑假期间，管理不能放羊，
不要让未成年子女单独或结群同龄人到海边、
河边、沟渠、塘堰等危险场所，或随便让孩子
到鱼塘边、喷水池旁嬉闹，防止溺水事故的发
生。当然，爱玩水是孩子的天性，家长可以带
孩子去安全有保障的游泳池、水上乐园玩水，
满足孩子的正常愿望。

其次，学校应当深思。学校要把学生安全
教育作为重要任务。除了加强日常教育之外，
在天气变暖之季，要强化以预防溺水为重点的
针对性教育。利用身边的真实案例，让学生从
中吸取教训，并通过模拟示范，让学生掌握处
置溺水情况的基本技能。并明确要求学生遵守
一些基本纪律，比如不到河道、池塘戏水玩
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
游泳，发现同学下水游泳要及时提醒劝阻。

第三，社会应当反思。面对各种水上安全
隐患，相关部门应该切实做好预防保护工作。
要对区域内河道、坑沟、池塘等进行全面细致
排查，张贴警示牌；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责
成有关单位彻底整改；对历年来发生多起溺水
事件的地方，组织人员进行巡查，事故多发水
域专人看守，最大限度避免悲剧上演。生命只
有一次，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安全问
题关系到千家万户。避免悲剧的发生，应当提
早行动。

“孩子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玩手机，你完全
不会知道，她正在被陌生人的言语猥亵。”一
位家长在看到自己的孩子使用“处CP”软件的
内容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7月31日北青网)

如今，各个网络平台的网络直播、各种社
交软件受到广大网友的青睐，但由此也衍生了
不少问题。比如，孩子下载的这个“处CP”软
件，就很容易污染孩子心灵。

对于这些“低俗化”现象，监管部门不能
坐视不管。此次被媒体曝光的“处CP”软件，
与去年被媒体指出存在涉黄问题的“假装情
侣”手机社交软件，后面的开发公司为同一法
定代表人，且两款软件的用户账号也可以通
用。两者皆存在涉黄问题，都以色情为“底
色”，这样的问题不能等媒体曝光了才引起重
视，监管部门应主动尽好监管之责，让违法开
发软件的责任人不至于换一个马甲就能重新开
张，要提高其违法成本，更要将屡禁不止、屡
屡违规操作的相关人员，纳入“行业黑名
单”，禁止其再进入这一行业。

总之，网络平台涉黄现象屡禁不止，折射
了监管缺位、监管疲软问题。监管部门必须跟
上网络发展的步伐，净化网络环境，让网络真
正变成法治之地。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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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机农产品”

不能任其自弹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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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涉黄屡禁不止

折射监管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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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给儿子买房”：别把正常当异常
□ 斯涵涵

5男童玩耍溺亡

敲响安全警钟
□ 王恩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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