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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9月 15日，有网友称坐高铁期间，例假提
前却买不到卫生巾，最后由乘务员帮她找了
一个。铁路 12306 回应，卫生巾属于私人物
品，不正常售卖。谁也没想到，这个简单的要
求竟在网络上引发争论，甚至掀起男女对立
这个老话题。

反对者认为，例假太过私人，自己都不重
视，干吗怪罪高铁？今天要卫生巾，明天就有
可能要内衣，难道还要备个产房？我认为，反
对无效。支持者说，例假和卫生巾有啥不能
说的？要正视一半人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
务。我认为，支持有理。

不过，高铁上卖不卖卫生巾，也不能这样
简单论定，因为决定权在高铁。

高铁是公共产品，有公益性，但也是商
业主体，有商业属性。因此，它有权决定卖
啥，以体现它为乘客服务的公益性，但也有
权决定卖啥和不卖啥，以体现它的商业性。
况且，高铁是交通工具，主营业务是运输，商
品服务只是附带属性，非主营业务。因此，
它的商业属性，要满足乘客的基本需求，比
如，水、饮料、面包以及简餐等，毕竟它的空
间有限，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甚至一部分人的
需求。

也就是说，高铁提供的商品服务，有天然
的局限性。那么，由于局限性，乘客就不能对
高铁提要求了吗？显然也不是。

高铁不仅提供简单的饮食，也提供紧急
卫生包，以备不时之需。既然它能提供纱布、
创可贴，为什么不能提供卫生巾？又不是向
高铁买特斯拉，只要不超出正常范围，乘客的
要求就是合理的。

即使高铁满足了一部分乘客的特殊需
求，别人也无可置喙。只要合法合规，高铁有
其经营自由，这既体现商业性，也体现公共服
务的公益性。

退一步说，即使回归纯商业交易的轨道，
高铁与乘客达成买卖合意，也是民法上的双
务合同，第三方无权干涉。我实在看不出反
对者的逻辑在哪里。

高铁该不该卖卫生巾

⊙汐汐

9 月 20 日上午，硕士研究生在读的南依
“休学待产”，引爆网络。

南依是个从云南贫穷山区走出来的佤族
姑娘，今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考上中国社
科院的研究生，堪称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然
而，开学典礼没多久，她发视频称自己怀孕了，
为了爱情决定休学回老家待产。男方是云南
老家的理发师，初中学历。

985、研究生，中断学业嫁给小县城的托
尼，这种落差触动了大众神经。网络上，“恋爱
脑”不绝于耳。南依的婚姻，打破了人们的惯
性思维和传统择偶模式，网友恨铁不成钢，苦
口婆心劝她放弃托尼拼学业，来日找一个门当
户对、皮囊匹配的老公。还有网友从社会功利
主义的角度，批评她浪费教育资源，自己上岸
却拆了别人的桥。

不过，反转来得太快。不到半天时间，南
依的网评就从“恋爱脑”成了“经济脑”。

细心的网友发现，南依的老公两年前就
是注册资金500万元的传媒公司老板，托尼只
是过去时，南依本人也是自媒体老板和美妆
博主。网友质疑：难道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
销炒作？毕竟，舆论关注让南依一天涨粉 7
万多。有网友度南依之腹，开始了精致的推
理，感觉自己被耍了，用污言秽语发泄被冒犯
的不满。

然而，人的选择要看自身能力，切勿以己
推人，切勿让别人按自己的模式生活。

考上研究生是南依的本事，休学生娃是
她的自由，“我在选择我所爱，而不是别人眼
里的正确。”她视频带货 5000 多件化妆品，最
近一个月直播4次销售总额2.9万元。在同龄
人还向父母伸手要钱时，南依以自己的收入
为全家人买头等舱去旅游了。南依已经证明
了她的智力和执行力，别人就不要担心什么
了。

开口是自由，闭嘴是教养。人生没有标准
答案，只要当事人行步“正轨”，别人就不该随
意干涉。南依最新发文称：不会为别人而活，
不会在意网友的意见。支持她！

不为别人而活

⊙懂得

本报最近推出的系列报道“高龄老人
和 TA 的家人”，引发读者关注。“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报道引
起读者关注的原因，是大家对家庭养老问
题的共同关注。

报道中的老人个个精神矍铄、思路清
晰，比如鲁山县马楼乡南坡村的百岁老人李
庆荣，家里家外几十口，个个她都能对上号；
比如市区过百岁宴的老人张花，见到记者来
到自己房间，还幽默地问是不是要看她的好
被窝，老人对生活的热爱让人心生欢喜。梳
理这些文章，还会发现，这些老人虽然年过
九旬，但生活能自理，且都闲不住，比如包饺
子、浇花草，正因为有存在感，他们的老年生
活才如此丰满。

生活中总会看到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人，
当他们想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时，子女会用
一句“你老了，啥也别干”拒绝。殊不知，老
人也需要被认可，这种认可建立的基础是他
们认为自己还有用，“废物式养老”只能加
剧父母的衰老。前段时间看朋友圈有一则
短视频：新加坡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每天都
自己打扫房间，婉言拒绝社工的帮助。老人
认为，自己应该有事做，而不是天天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高龄老人和 TA 的家人”系
列报道中，95 岁的杨玉霞用缝纫机缝衣服，
女儿在一旁协助；老人择菜，女儿就和老人
一起干。这样的孝是积极的，是治愈的，画
面温情有爱。

养老，尤其要注重精神养老。老人经常
打趣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但他们内心希
望子女回答的不是“老了你还能干啥”，而是

“你能”“你还能……”这是一种被需要。
对于老年人来说，子女养老，不仅是让

他们获得物质上的满足、生活上的安定，他
们更需要获得人格尊重、情感支持和心理慰
藉。康德曾说过：“老年，好比夜莺，应有他
的夜曲。”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种陪伴，
就是陪老人一起干点啥。

要尊重老人的存在感

近期，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等有关部门出台专门措施，以政策性
银行专项借款的方式，支持有需要的
城市推进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
建设交付，目前专项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地进行中。

有关部门强调，“保交楼、稳民生”
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压实企业自
救主体责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
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近日，郑州市房地产纾困基金设
立运作方案对外发布，该基金规模暂
定为100亿元，纾困项目限定为未来销
售收入能够覆盖项目投资的存量房地
产项目，明确了纾困项目的四种开发
模式，即棚改统贷统还、收并购、破产
重组和保租房模式。

目前，多地政府因城施策，推动“保
交楼、稳民生”，部分停工项目开始复
工。不少停工项目通过金融机构接管、
债权人收购、拍卖债权、合作方托管等
方式盘活，实现了“保交楼”。新华社发

保交楼 稳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