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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性
的子宫当作
生育工具，
把新生的生
命当作商品
买卖，败坏
人伦道德。

文┃长安君

一出代孕弃养的魔幻大剧，
各种瓜让人们应接不暇，沉默一
天后，当事人终于出面回应。

1月19日，郑爽回应称，这是
自己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情，本
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多说，“身为艺
人我深知我国疫情的防控与重
视。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
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
重一切的法律法规。”

从1月18日开始，一系列“连
环瓜”信息量巨大：郑爽和前男友

张恒疑似在海外有过一段婚姻，
代孕了两个孩子，被网友曝出的
海外出生证明上，母亲郑爽。

结婚、离婚、代孕、弃养，一时
间，实在不知道哪个消息更令人
震惊。

曝光的录音中，女方的父亲
称，要跟医院讲一下，选择弃养。
年轻女子更是引得众怒：“这个两
个 孩 子 7 个 月 ，打 也 打 不 掉 ，
TMD，我都烦死了！”

但郑爽的回应，却通篇强调
自己没有违法，丝毫没有任何悔
过、道歉的意思。

要知道，在我国代孕行为是
被明确禁止的。把女性的子宫当
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当作
商品买卖，甚至可以随意丢弃，这
条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打着法律的
擦边球，不止损害女性健康、物化
剥削女性，更是践踏公民权益、败
坏人伦道德。作为中国公民，因
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
空子跑去美国，这绝不是遵纪守
法。

要知道，避重就轻也改不了
事实真相。生命不是冷冰冰的金
钱交易，抑或任凭喜好决定生死

的物件，而是身为父母不能不负
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父母，感情
甜蜜就愿意共同抚养，关系破裂
就选择丢弃孩子，这绝不是个性。

要知道，没有营养的炒作带
不来长久流量。公众人物的魅
力，来自其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
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
品，而不是疯疯癫癫、任性胡闹、
缺爱卖惨的“人设”。作为公众人
物，几度疯狂游走在法律边缘，把
这样错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
观，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贻害世
风，这绝不是无辜！

郑爽代孕弃养风波：钻法律空子，这绝不是无辜

文┃王井怀 黄江林

河北、黑龙江等地的疫情牵动人
心。在流调结果中，“婚宴”成了高频
词。为此，各地纷纷喊出“婚事缓办”
的口号，但由于即将到来的辛丑牛年
是迷信说法“寡年”，还是有不少新人
把婚期提前到腊月，形成扎堆结婚现
象。

提前办婚礼的声音在网上有不
少。有网民说：“因为明年是寡年，1
月 10 日前要参加 3 个婚礼”；还有网
民留言：“本打算明年结婚，但家里不
同意，非得今年结婚”。

所谓“寡年”，又称“寡妇年”或
“哑年”，指农历全年内都没有出现
“立春”节气。比如即将到来的这个
辛丑牛年，大年初一是公历 2 月 12
日，而此前的 2 月 3 日就“立春”了，
而下一次“立春”在农历虎年正月初
四。在一些地方的旧观念里，这样
的年份结婚不吉利，碰上牛年的“寡

年”则更甚，有“寡年碰金牛，饿死猪
与狗”的说法。

“寡年”自然是无稽之谈，左右不
了新人的幸福，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迷
信这种说法。有些人对疫情心存侥
幸，而对迷信“宁可信其有”，明知疫
情当前聚会风险大，却不仅扎堆办婚
礼，而且要大宴宾朋，造成本可避免
的疫情传播。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年轻人已经
为防控疫情推迟婚礼。河北磁县一
对新人推迟了原定于 1 月 18 日举办
的婚礼，向亲朋群发消息“婚宴延期，
但婚期不变、爱不变”，受到乡亲们点
赞。银川市的一个区先后有十几对
新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

对“寡年”仍然心存芥蒂的朋友，
不妨听听另一句俗话：丁是丁，卯是
卯，啥时拜堂啥时好。只要情比金
坚，每天都是好日子。祝愿天下有情
人终成眷属，在疫情消散的时节，让
亲朋好友见证人生幸福时刻。

莫让迷信为病毒开路

文┃陈梦阳 邹明仲

继 29 省份倡议“就地过年”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7 部门近
日印发通知，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
人员春节期间安心留在就业地。

在春节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归
乡与亲人团聚辞旧迎新，是中国人不
变的情怀。然而由于近来国内疫情
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
叠加态势，从疫情防控全局考虑，有
关政府部门和地方才发出“就地过
年”的倡议。无论身在何处，响应政
府倡议“就地过年”，既是为国家疫情
防控大局作贡献，也是为了自身和家
乡亲人身体健康的考虑。

异地务工人员的辛勤付出是每
一座城市正常运转和经济快速发展
不可或缺的动力。让他们在“就地过
年”时尽量感受到如家中般的温暖，
是每个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少地方推出了红包福利、消费券、

景区减免票价、免费提供手机流量、
免费观看文艺演出、健康体检五折等
一系列让人暖心的政策，这些举动传
递出的情怀值得肯定。出台类似政
策的地方可以再多一些，政策的力度
还能再大一些，这样像在家里的氛围
也会更浓一些。

对“就地过年”的务工人员，地方
政府和用人单位除了要尽全力保障
他们安心过节，也要想方设法做好春
节后的补充安排。如安排带薪探亲
休假、适当提高补贴，以及借鉴去年
疫情缓解后复工复产时用专车接农
民工到打工地，采取各种措施给农民
工兄弟们提供方便，以慰他们的思乡
之情。

5G时代的“就地过年”也并非与
亲人完全隔绝，通过视频聊天给亲人
一个大大的隔空拥抱和祝福，多少可
解相思之苦。在特殊的春节，身在异
地与家乡亲人一起为祖国守岁，也会
成为打工人与亲人难忘的记忆。

让“就地过年”农民工感受家的温暖

年关将至，一些辛苦打拼了一年的农
民工又走上艰难讨薪路。在拖欠工资案
件多发的建筑行业，还出现了一种“尾款
欠薪”怪象。

何为“尾款欠薪”？即在工程项目施
工期间，农民工工资大多能按时支付，但
项目一旦进入尾声或已经竣工，农民工最
后一笔工资却因各种理由被拖延发放。
被拖欠的工资，“老板们”要么硬拖不给，
要么如“挤牙膏”般一点一点发。

承包商、分包公司垫资施工已成为建
筑行业最常见的开发手段，劳务分包公司
大多会预先垫付农民工工资。但正是由
于层层垫资、层层赊账，工程款与农民工
工资混为一谈，项目进入尾声则工程款纠
纷爆发，“一旦上头打架，下头即刻遭殃”。

近年来，国家在农民工工资清欠治理
工作上不断“加码”，并已取得明显成效。
但“尾款欠薪”现象警示，根治欠薪痼疾，
须依法加强源头治理，督促建设单位对农
民工工资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分账拨
付，发现问题严肃查处。 新华社发

尾款莫“挤牙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