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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推出话题词条#走亲戚会
不会终止在 00后#，网友纷纷吐槽
走亲戚的尴尬，对此你怎么看？

▶不喜欢走亲戚

@HBY莹莹：不喜欢走亲戚，也
不喜欢亲戚来我家。

@2029bmmmb：我是 90 后，到
我这儿就终止了。

@仰望蓝天Wayne：有父母那层
关系，才与亲戚有关系，否则谁理那
群恨人有笑人无的。

@躲得起惹不起：八百年不见一
面，见了就催你结婚，关你什么事？
我就奇了怪了，还不能发脾气。

▶亲戚太八卦

@雪湖映天空：主要是亲戚八卦
多于关心。

@预无宥：一些亲戚是真的没有
边界感，让人厌烦。

@台风中呼喊：一群不熟的人聚
在一起互相打听隐私。

@JosephineCello：聚在一起确
认大家的人生进度，但每个人的刻
度都不同，被主流“进度”裹着很烦。

▶在一起太尴尬

@瞌睡可KUN：一年见一次面，
感情能有多深？还要假装亲近客
套，好累！

@刘闹闹LJ1118：本来以为自
己是社牛，过年了才发现自己原来
是个社恐。

@亲爱的贺的wb：一年不联系
就过年见一面，还要露笑脸一块儿
吃饭，装作很亲近很熟悉很开心的
样子，这种机械式的运行，能好吗？

@皑飒璇尔：一个字：尬！

▶朋友也比亲戚强

@萌萌不是马：以前有个嘉宾
说，朋友才是我自己选的亲戚……
只能说非常认同了。

@紗拉酱还没有喵er：朋友比亲
戚可靠太多了。

@被刘五岁亲的郑三岁：走朋友，
我一百个同意。

▶走亲戚也有好处

@愿鲤_：如果是经常联系的亲
戚，我还是很期待。

@会员爬：虽然不熟悉，但走几
天就有好几千元的压岁钱，还可以
在亲戚家里吃好吃的饭，挺好的。

@N·晓飞：我觉得有血缘关系
的亲戚多走动也挺好的。如果在一
个城市，有什么事也好照应。

@后海有树Cc：我们家一般年
前回老家看一看，拜访关系比较好
的亲戚，但很少留下吃饭。大年初
一，我们已经在旅游的路上了。这
种感觉很好，保持联络又保持距离。

▶期待00后开创新时代

@孙头头的小药箱：我希望把那
些封建思想都终止在00后。

@阿尚yx：00 后终止过年走亲
戚，哈哈哈！大家活得越来越洒脱，越
来越注重自己的感受了，未来可期。

@布布饿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的社交。

@太空果粒陈：00后开创新时代。
（以上言论来自微博）

走亲戚会不会
终止在00后？

文 / 雨来

中国的人口问题出现了一个矛
盾——国家的人口宽松政策与个人
生育意愿之间的矛盾。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人口
数 据 ，截 至 2022 年 末 ，全 国 人 口
141175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人；
2022 年出生人口 956 万人，人口出生
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
死亡率为 7.37‰。这是我国人口自
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个首次负增长，是长期以来低
生育趋势的叠加效应，彰显了个人的
生育意愿。显然，对于生孩子，年轻人
有些意兴阑珊。

人口结构要合理、劳动力要跟得

上、经济要持续发展……基于宏观策
略，国家调整人口政策，趋向宽松和鼓
励。有些省份甚至城市，出台具体办
法，用“真金白银”鼓励生孩子。

国家给政策，个人却不愿意生，怎
么办？诸如上述以现金红利刺激生育，
只是浮于表面的激励政策，要想更深层
次激发个人生育意愿，还要解决“生养”
的后顾之忧。归根结底，只有当拥有足
够多的收入支配自由，个人不会为“生
孩、养孩、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焦虑，生
孩子才会变得轻松。这需要国家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以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
展，在积极宏观面下，让个人拥有更多
发展机会、更多财富支配自由。

生与不生，于国家是人口和经济
战略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人选择。

当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也会
反过来影响人口政策。

舆论中有观点认为，增加人口、增
加劳动力，以应对社会老龄化，让劳动
人口支付的社保资金池更庞大，保证
退休者颐养天年。

其实，劳动人口的饭碗里能沉淀
多少支付社保，也取决于经济基本
面。我们的经济建设，数量红利已基
本完成历史任务，而质量红利方兴未
艾，还未真正显示其巨大的推动力。
人口政策旨在应对现实以及预期，但
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待产业实现升级，
不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也许
会倾向于讲究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
量。那时候，生孩子的问题，也许就不
再是问题了。

如何从根本上提高生育意愿

评一周 漫

今日观察

画里有话

过年回家，各找各妈？在我们
的传统认知里，恐怕不行。但湖南
一名 90 后远嫁女子与丈夫商量后，
决定今年春节各回各家。

夫 妻 只 有 一 对 ，老 人 却 有 两
家。不少夫妻被“过年回谁家”困扰
过，甚至有夫妻因此而开战，甚至愤
而离婚。湖南这对夫妻过年各回各
家，谁也不抱怨谁，只要都开心，也
是不错的解决办法，很多网友也表
示认同。

过年回谁家，好像是两个原生
家庭的博弈，没有最优解，毕竟每对
夫妻及其家庭的现实情况千差万
别。“一家一年轮流过”“婆家过年娘
家拜年”“三家合一家”等，都是不错
的解决办法，但同时也会产生这样
那样的问题，要么一家欢乐一家愁，
要么来去匆匆疲奔波，要么习俗不
同生矛盾。

其实，孝敬父母，贵在日常。不
妨平时常回家看看，多给父母打打
电话，不是只做节日里的“孝子”。
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已超 2.6 亿。

“回谁家过年”只是预警，“先照顾谁
的父母”才是更严峻的考验。

过年回家
在社交账号被封禁 10 个月后，

王思聪新年伊始就重回大众视野，但
回来得并不光彩。

近日，在上海街头，因误以为路
人偷拍自己，王思聪带头四打一，造
成对方面部多处受伤。因涉嫌行政
违法，他面临被行政拘留的危险。不
知哪个“高人”背后支招，小王提请行
政复议，拘留暂未执行。在这个珍贵
的“时间差”里，网络爆料：王思聪支
付 209 万元，与挨打者和解。这一
下，网络热闹了。

躺平挨一顿打就能拿到 209 万
元，网络上充斥着这种声音：“为啥挨
打的不是我？”

人穷衣服破，说啥都是错；人富
衣服好，干啥都是宝。互联网的风播
撒了炫富的草，在很多人心中埋下了

“金钱即正义”的根，催生了一群谄媚
的奴才。从怼天怼地怼空气的嘴炮
王，到一言不合挥拳头的暴力王，有
钱的小王被宠得更加任性了。有钱
没错，但认为有钱就没错，恐怕就大
错特错了。金钱不能凌驾于是非判
断之上，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犯了错
别想一笑而过。

甘愿挨揍？
实在没想到，有一天，犯罪能与

励志扯上线。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一些自

称刑释人员的主播，打着“浪子回头
金不换”的旗号，或揭秘监狱风云，
或自述悲惨经历，或凹造型耍酷等，
硬生生踩出一条网红新赛道。比
如，一个高价售卖卫生巾者，以“寻
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为人设，曾持
刀强暴少女而入狱；把监狱美化成

“特殊大学”的知名孝子“小胖墩”，
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打架把人打销
户了”……

明星私德不修，就被平台封杀，
犯了重罪的素人，竟大张旗鼓地出
镜捞钱？因“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而火上网的偷车犯周某，刑满释放
当天，网红公司蜂拥而至，有的甚至
开出300万元签约。如今，周某豪车
美女相伴，这让遵纪守法、辛苦奋斗
的普通人情何以堪？

坐牢并非镀金。刑罚的目的是
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把坐牢当作
牟利卖点，将“刑满释放”变成流量
密码，让受害者怎么想？对社会不
是恶意诱导吗？细思极恐。

“邪路”主播

⊙本期作者 汐汐

新华社记者从重庆市
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从2022年12月至目前，重
庆查处多起违法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案
件。其中，查处非法运输
烟花爆竹案件76起，行政
处罚82人，收缴非法产品
1.6万余件。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
爆危险物品，非法运输存
在爆燃等安全事故隐患。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严厉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