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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影《我的姐姐》上映。影片中，父母车祸身亡，留下成年的姐姐和年幼的弟弟，姐姐是否必须扶
养上大学后才出生的弟弟，引发网友广泛争议。

成年兄姐扶养年幼弟妹，为何争议这么大？

□橙子

国家放开生二孩，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欢乐和
希望。但父母年高，若无能力抚养幼子，谁来承担
养幼子的责任？电影《我的姐姐》就探讨了这样的
问题。虽然电影中这对父母是遇到了意外，但也
说明，人到中年拼二孩尚须三思。

养孩不易，物质方面无须多说，精神方面却易
被忽略，家长要投入大量情感和耐心。人到中年，
体力和精力不比年轻时，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
此时父母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不管乐不乐意，老大
都要接过本不该由其承受的重担。此外，父母也
要为老大做好情感上的引导。电影中的这对父母
如果不是重男轻女，没有给予姐姐足够的关爱，何
以有后来姐姐想把弟弟送人的纠结？长姐如母、
长兄如父，前提是母慈子孝，父母教导有方，平等
对待。子女是否友爱，跟父母的教育息息相关。

电影中，姐姐在与逐渐懂事的弟弟相处中，融
化了内心的坚冰，最终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亲情。
这样温暖的结局对姐弟俩固然是成功救赎，但在
现实中或许只是偶然。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生孩子是为人
父母的权利，但是否做足了准备，还请三思。因为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每个孩子都应被温柔以待。

人到中年拼二孩要三思

□世言

家里兄弟姐妹多的，一般都有这样的体
会：长兄如父、长姐如母。

家里的老大总是要帮着父母分担家务、
照顾弟妹。我们姐弟仨，我姐就是如此。小
时候父母忙着挣钱养家，我姐就拿着我们的
衣服到河边洗。长大了，我们姐弟仨关系很
亲，有啥事不和父母说，也要告诉姐姐。

父母不在了，兄妹之间相互扶持，我觉得
不错。只是电影《我的姐姐》里讲的案例有些
特殊，戳中了好几个社会热点议题，重男轻
女、二胎、扶弟魔……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
姐姐安然身上，好让人心疼。

如果生活残酷，与其自己单枪匹马，不如
兄弟姐妹抱团取暖。对于安然来说，她没有
母亲的责任，但有姐姐的担当。现在为弟弟
付出很多，牺牲有点大，但若干年后，当发现
世界那么大，只有一个至亲时，欣慰之余或许
是幸福的。

孟子《跬道》中有句话说：“理亦无所问，
知己者阕砻。良驹识主，长兄若父。”这种长
姐如母、长兄如父的观念在很多人心中早已
根深蒂固。

长姐如母长兄如父

□关耳

《我的姐姐》中姐姐抚养弟弟引发了很大争议，
扶弟魔、重男轻女、父母的责任……

现实中哥哥扶养弟弟妹妹的不在少数。我有
一个朋友，弟弟读高中、上大学、读研，所有学费和
生活费都是他负责的。这个朋友并不富裕，年近五
旬才买第一套房。弟弟上大学已经成年，完全可以
利用贷款与勤工助学，不一定非得依赖哥哥，但哥
哥依然不惜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帮助弟弟。这样
的哥哥不是唯一的，说不定我们身边就有。

电影中的姐姐换成哥哥可能就不会引起这么
大的争议，可能会赞美哥哥的付出吧。其实很多人
都看错了，姐姐扶养没有生存能力的幼弟，并不是
扶弟魔。我所理解的扶弟魔，应该是成年的弟弟榨
取姐姐的金钱、精力。

在我们的公序良俗中，如果父母不在，成年的
兄姐肯定会扶养未成年的弟妹的。根据《民法典》，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
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
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
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看，法律既保障了年幼弟妹的权利，也规定了
他们将来要履行的义务。

弟妹也有抚养兄姐的义务

□熊丙奇

面对“超级中学”，普通高中如何
“自救”？近日，河北衡水邻近县的县级
高中提前让初三学生到校学习，引起舆
论关注。

据报道，蠡县多所学校的部分初三
学生接到通知，要求孩子去当地县级高
中“集中学习”——这些要被送走的孩
子成绩位于全县前400名。

对此，一些家长和当地教育局的意
见产生了分歧。有家长质疑：“去哪儿
上高中是我们的自由，强制孩子去县级
高中有什么依据？”当地教育局则称：

“蠡县生源外流太严重了，这么做就是
为了留住生源。”

其实，要振兴普通县级高中，不能
依靠其“自救”，而应规范所有高中的招
生，严格执行教育部有关规范高中的规
定，禁止“超级中学”提前“掐尖”招生。

近年来，“县级高中塌陷”问题引起
全社会的关注。“县级高中塌陷”有诸多
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超级中学”野
蛮生长，对普通县级高中产生虹吸效
应，造成师资和生源的流失，也严重破
坏教育生态。除提高学生上学的成本
外，还让更多只能在普通高中里求学的
学生接受更差的基础教育。

若分析“超级中学”的发展、壮大的
过程，基本上都存在当地教育部门给予

这些中学特殊政策，甚至是涉嫌违法的
政策的问题，如默许公办、民办不分办
学，以民办身份大规模招生，用公办资
源办学等。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超级中
学”都跨地区存在。有的“超级中学”就
是在同一个县域范围内，从老师到学生
两个方面施展种种手段“抢生源”。

简言之，“超级中学”是地方政府追
求升学政绩，与资本力量共同推进产生
的结果。

针对提前“掐尖”招生问题，2019
年，教育部发布文件明确要求规范普通
高中招生管理。

该文件明确，所有学校（含民办高
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统一招生，严禁违
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跨区域招生、
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

众所周知，河北衡
水一中、衡水二中
都 是 民 办 高 中 。
面 对 这 些 民 办
高 中 的 招 生
攻势，不要说
周 边 的 县 级
高 中 无 招 架
之力，其他省
辖 市 级 高 中
要 留 住 生 源
也难。

类似衡水这样的“超级中学”在全
国不少地方都存在。

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不足为怪。但问题在于，这是民办高中
拥有不同的招生政策的结果。

2019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对办学方向、教
育投入、学校建设、教师队伍、教育生态
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地方，要依法
依规追究当地政府和主要领导的
责任。

这强调了地方政府建设

良好教育生态的责任，而落实这一责
任，就要从禁止超级高中的“掐尖”招生
做起。

遏制了“超级中学”“掐尖”，县级高
中提前“抢人”的荒诞景象自然也能消
失。

高中“生源保卫战”根在教育不均衡

“超级中学”是地方政府追求升学政绩，与资本力量共同推进产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