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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周 漫
本期作者 雨来

今日观察

中国足球在没有赛事的时候出
事了。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足协主
席陈戌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在接受调查。

肇始于李铁，以陈戌源为标志，
加上足协原秘书长刘奕等人，这一轮
足坛大清洗，风大雨急。不过，我们不
禁要问：距上一次中国足球高压反腐
才十余年，怎么还有人兴风作浪？要
成绩没成绩，贪赃枉法倒是胆肥，他们
就这么敢吗？

主要原因是：足球的利益太大
了，足协的权力太大了。高度市场
化为足球带来巨大利益，行政化管
理将权力集中于足协，并由足协一
只手分配利益，不出事才怪！

利益不是坏事，毕竟现代体育的
发展，必须靠市场化驱动。那么，足

球行政化的权力结构就必须拿出来
拷问。

足球行政化的弊端之一，就是
发展水平走不出底部循环。

行政化管理体育，并非不好。
跳水、举重、羽毛球、乒乓球都是行
政化管理，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
足球领域偏不行？答案是：它遇上
了一个对手——职业化。

职业化通过市场这只手，进行
资源挖掘和配置，既能为足球构筑
雄厚基础，又能大浪淘沙，把真正的
金子选出来。相反，当足球利益系
于权力之手，由上而下分配，就扼杀
了投资人运营足球的内生动力，足
球自然也没活力。如果中国足球开
场吐槽大会，估计俱乐部投资人能
说破天。投了那么多真金白银，却

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名字都保不住，
岂非怪事？

全世界足球都在通过职业化、
市场化选材，行政化足球外出较量
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国足距离世界
杯愈来愈远，不足为奇。

也许你会问：这么简单的道理，
足协的专业人士焉能不知？

他们当然知道。
2015 年、2016 年，《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
发展规划（2016—2050 年）》先后出
台，以这两个国家级文件为纲，中国
足协酝酿成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
2019年10月，足协召开职业联盟筹备
工作新闻发布会，时任足协秘书长刘
奕宣布：职业联盟2019年底可成立，
主席由16家俱乐部提名选举产生，足

协不持有职业联盟股份；足协对职业
联盟充分放权，推动职业足球发展的
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足
协对中超仅拥有产权和监督权，其管
理权、经营权和权益分配权交给联
盟，联赛运营完全由联盟自治。

3 年多过去了，镜花水月，一地
鸡毛，中国足球再次探底。至于为
什么，还不是嘴里的肉太肥，舍不得
松口？足球行政化于是出现第二个
弊端，权力太大滋生寻租空间。

显然，中国足球的权力结构亟
待改革。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年）》为指导，将职业联
盟由纸面落实于草坪上，足协放权，
投资人有利可图，中国足球依然有
希望。

中国足球咋走不出底部循环？

说罢儿媳和婆婆，再说说女婿
和岳母。

2月14日情人节，宁夏泾源县出
台了《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
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除了限制
彩礼、人情礼金外，还明确倡导女婿
赡养岳父母。这个题目出得新鲜、出
得奇怪，网友议论纷纷，上了热搜。

《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女婿一定
要赡养岳父母。相应地，赡养公婆也
不是儿媳的法定义务。不过，由于女
儿女婿、儿子儿媳是一家，《民法典》规
定了儿媳、女婿的协助赡养义务。这
是符合现实和情理的。但是，《民法
典》为什么没有明确女婿和儿媳对岳
父母和公婆的赡养义务呢？我们还要
从民法的权利义务框架上理解。

民法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权利
义务，两者必须对等，没有“没有义务

的权利”，也没有“没有权利的义
务”。公婆和岳父母对儿媳和女婿没
有尽过抚养义务，这是自然形成的，
无法弥补，但《民法典》在继承顺位
上，也没有儿媳和女婿的位次，这等
于说，儿媳和女婿对公婆和岳父母没
有权利可享。因此，为了维护权利义
务对等的原则，《民法典》也没有明确
规定儿媳和女婿的赡养义务。

当然，如果丧偶的儿媳和女婿
也尽到了赡养公婆和岳父母的义
务，那么也可以获得继承权，这依然
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

说这么多，其实是想强调行政
法的一个原则：政府要依法行政。
如果是某民俗协会、行业协会倡导
女婿赡养岳父母，并无不可。但对
政府来说，最好恪守法律边界，还是
要牢记，法无授权不可为。

女婿对岳父母有赡养义务吗？由于不答应带孙女，市区的周
老太惹恼了儿媳妇。

在晚报 2 月 14 日的报道里，社
区调解员及时介入，婆媳重归于
好。不过，两人达成什么样的妥协
才重归于好，报道语焉不详，这让好
事的读者和面临同样问题的家庭有
些着急。

社区调解员是个好手，调解矛
盾很有方法，找到谁就说谁的问题，
努力让其理解对方。找到婆婆时，
报道称，调解员站在儿媳的角度指
出周老太的问题。看到这儿，我有
些好奇：老太太有什么问题呢？

老太太年近六旬，执意外出找
活干，用时尚些的话说，是个追求独
立的女性。然而，调解员要指出老
太太的问题，我就有些疑惑：难道不
帮忙带孙女，老人就有问题？

从法律上讲，老人没有带孙辈

的义务。现实中，很多夫妻麻烦父
母带孩子，不过是省了一笔费用。
如果纳入现代视角，这样的夫妻还
没有完全独立，无论老人带孩子是
否自愿，这样的夫妻都是客观上的
受益者。如果以不高兴、甩脸子来
追求这种利益，于法于情都不合适。

当然，现实中，有些老人带孙辈
完全自愿，但有些可能就不得已而
为之了。帮忙带孙辈与养老的担
忧，这两件不对等、也没有因果关系
的事，在现实中是有些画等号的意
思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此话的本意
就 是 光 靠 法 律 解 决 不 了 家 庭 矛
盾。我相信，周老太与儿媳重归于
好，调解员肯定加入了很多情理的
因素。不过，依然想对一些年轻人
说，如果老人不愿帮忙带孩子，请
克制，勿甩脸子。

不带孙辈的婆婆是好婆婆吗？

文 / 汐汐

最近，视频《我：毕业 5 年，存款
5000 元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登
上 B 站热榜，播放量超 500 万，相关话
题的微博阅读量高达5亿。

毕业于 211 院校的女生弯弯和超
超，落落大方地讲述自己毕业 5 年“一
事无成”的经历——弯弯 5 年换了 12
份工作、裸辞一年考研不顺、如今存款
不足5000元；超超大龄跨专业考研、中
传硕士毕业却不断失业、为谋生曾去
火锅店干保洁……

出身名校，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
作，年近三十，却没房没车没存款。高
学历、低配置，因为现状与普世的“成

功模板”相去甚远，两姐妹自嘲是“废
物”。她俩自揭伤疤、笑对挫折，治愈
了很多人的焦虑，成为互联网嘴替和
精神安慰剂。

寒窗苦读数十载，毕业时谁不是
豪情满怀，幻想着在职场大显身手、所
向披靡？在动辄年薪百万元、豪车豪
宅等炫富视频的塑造下，很多年轻人
产生了“幸存者偏差”，对未来产生了
过高的预期。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调
查，两成多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之后
马上可以月薪过万元，近七成大学生
认为自己毕业十年内可以年入百万
元。从激情澎湃的校园到冷酷骨感的
现实社会，巨大反差与挫败感如同巨
浪，拍得大家无处躲藏。

《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
数据显示，月收入一万元以上的本科
应届毕业生仅占总群体人数的 4.3%，
大部分均集中在 3000 元至 5000 元。
每年 1000 多万的大学生需要就业，理
想岗位僧多粥少，为了生活，“985”送
外卖、“211”送快递者不乏其人。很多
年轻人被迫选择考研考公，就职后恨
不得从“996”卷成“007”，甚至加班加
出毛病的也不少。

成功从来只是偶然，遗憾才是生
活常态。被现实“毒打”后，弯弯和超
超放下心理包袱，选择与社会握手言
和，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坦然接受自
身的平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
开阔”。她们很幸运，虽出身农村，但

父母没有把她们当成争面子的工具，
只求她们“健康快乐就好”。这大概是
她们卸下压力的最大底气。

也有网友质疑两人“破罐子破摔”
“对生活缴械投降”。接受平凡不代表
自暴自弃，选择普通不代表佛系躺
平。两姐妹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工
作，从未放弃对梦想的探索。为了理
想，弯弯放弃了互联网大厂，超超跨专
业考进了中传，她们一直坚定地按照
心意向前迈步，目前还远远未走到终
点。

“成功只有一个，就是按照自己的
方式去度过一生。”人生很长，坚定走
下去，迟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辽
阔天地。

接受平凡不等于没有理想
人生很长，坚定走下去，迟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