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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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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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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中，男性占48.5%，女
性占 51.5%。78.0%的受访者有
孩子，22.0%没有。

调查中，55.4%的受访者认
为孩子随谁姓是个很重要的问
题，16.5%的受访者认为不重要，
28.1%的受访者认为一般。交叉
分析显示，65.2%的男性受访者
认为孩子姓什么很重要，显著高
于女性受访者的比例（46.2%）。

生活在四川的余健觉得孩
子随谁姓不是很重要：“名字就
是一个符号，孩子姓什么不会影
响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来自重庆的谭斌（化名）觉
得孩子随父亲姓是传统，但他也
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跟谁姓
都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对于能否接受孩子随母亲
姓 ，54.7%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能 ，
23.2%的受访者表示不能，22.1%
的受访者说不好。进一步的交
叉分析发现，46.1%的男性受访
者能接受，低于女性受访者的比

例（62.8%）。
李惠（化名）是一位全职妈

妈，她说：“如果我再生一个孩
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会让
孩子随我的姓。”对此李惠表示，
丈夫并不会介意，“我们把这些
东西看得比较淡”。

余健听朋友说起过一对因
孩子姓氏而闹离婚的夫妻。“我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各退
一步。我猜测男方可能受到父
母或其他人的压力，害怕别人说
他倒插门，所以坚持孩子要随自
己姓，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女性怀胎十月确实很辛苦，要
求孩子随自己姓也是合理的。
两个人应该好好商量，互相理解
一下。”

本次调查显示，37.8%的受
访者确认身边多有因孩子随谁
姓而产生矛盾的夫妻，19.3%的
受访者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少，
6.4%的受访者确认自己身边没
有这种情况，还有36.5%的受访
者表示不清楚。

对于孩子的姓氏，47.5%的
受访者认为应随父亲的姓，这是
一个传统；33.9%的受访者认为
可以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的
姓；24.0%的受访者表示应随母
亲的姓，母亲怀胎十月很辛苦；
19.3%的受访者觉得姓什么都无
所谓；还有16.5%的受访者觉得
可以把父母的姓拆解、合并作为
孩子的姓氏。

(中青)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
者赵文君）中国邮政将于18日发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小型张1
枚。邮票图案内容分别为：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小型张内容为筑梦。

邮票第一图“不忘初心”的画
面由人民英雄纪念碑、延安宝塔

山、新华门、南湖红船等元素构
成，集中回顾了党的历史、重温了
党的宗旨；邮票第二图“继续前
进”的画面由“复兴号”高铁、国产
C919大飞机、“2017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主会场等元素构
成，展现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政
治、经济、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邮票小型
张“筑梦”图案选用天安门、华表
作为主体设计元素，融入国歌曲
谱元素，旨在体现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发
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不懈奋斗、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

本报讯 吉林、河南、山
西、宁夏等多地国庆后开始
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事
实上，为着力保障低收入劳
动者权益，2017 年以来至少
已有18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
资标准，其中，北京、天津、上
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突破
2000元。

自 1993年国家实行最低
工资标准以来，各省（区、市）
最低工资标准基本为两年一
调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经
过今年的调整后，上海、天津、
北京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
了 2000 元。其中上海最高，
每月 2300 元；天津今年首次
突破2000大关，达到2050元；
北京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000
元。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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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五成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妈妈姓

18省份今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京津沪突破两千元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纪念邮票今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