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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评 2024.8.26 星期一 编辑 张骞 校对 史杰

文/雨来

近日，民政部起草的《婚姻登记条
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其中删除了婚姻登记需要出具户口
簿的相关规定，并制定了“离婚冷静期”
实施条款，以减少冲动离婚或草率离
婚，从而与《民法典》衔接。结合我省医
保新政，9月1日起，12个辅助生殖项目
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把新闻连连看，
大政方针非常清晰：婚姻宽进严出、鼓
励生育。

婚姻是实体，是以感情为基础综合
考量的结果，选择权在个人手里。政府
不过是提供了一张格式合同，做的是程
序性工作。两者并无直接关联，婚姻登
记程序的简化，不会影响个人选择。然

而，对这种调整也有人表达担忧。
晚报的报道里，一位妈妈说：“结婚

登记不用户口簿，如果孩子冲动结婚，
或者不跟我们打招呼就去领了证，咋
办？”在妈妈的潜台词里，如果孩子被人
哄骗，或者父母对孩子的意中人不满
意，户口簿被简化掉，就少了一道阻拦
的关卡。

这种担忧反映了两个现象：一、中
国式婚姻不仅是两个当事人的事，也是
两个家庭的事，父母要为孩子负责；二、
父母的家长意识很强，要在孩子的婚姻
中体现自己的喜好和意志。

我们不能说这些传统思想一定不
好。现实中，父母作为过来人，对人性
的观察比孩子更有穿透力，对婚姻的理
解更有经验，适当的把关会帮孩子屏蔽

掉一些不必要的人生烦恼。但过犹不
及，父母在孩子的婚姻上过多表达个人
喜好，也会赶走孩子的幸福。据晚报报
道，37 岁的市民贺先生 10 年前与一个
姑娘相爱，都谈婚论嫁了，却被父母藏
起了户口簿，理由是对方“学历不高、农
村户口”。如今，贺先生依然是单身，殊
为遗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力提倡婚
姻自由，就是为了反对“媒妁之言、父母
之命”。当“父母是为你好”这种传统思
想与婚姻自由的现代价值冲突时，父母
要学会放手。在民法上，适婚的年轻人
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
婚姻；从现代价值和法规角度，年轻人
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婚姻。对孩子的
选择，父母可以建议、可以帮助，但不可

以阻拦。
当然，年轻人也要试着理解父母。

父母的家长意识看似是有意识行为，实
则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无意识表达。
毕竟，大部分父母不是在孩子18岁时就
与孩子切断联系，而要扶上马、送一程，
甚至“掏空钱包”为孩子置业。对孩子婚
姻的介入，是家长意识的最后表达。有
没有一种可能，孩子成年后，父母的家长
意识越早淡化，越有利于孩子成长？我
们希望时代发展能推动观念变化。

最后从程序角度说下婚姻登记条例
草案。该草案若获通过，结婚领证不需
要出具户口簿，也是政府简政之举。身
份证已经是个人身份的充分证明了，无
须通过户口簿加以强调。这种非必要证
明，早该在婚姻登记程序中改革掉了。

户口簿该在婚姻登记中退场了

某外卖平台热销榜上的高分店
竟是弄虚作假、租借营业执照开店的

“幽灵”店铺，三四十家外卖店铺共用
证照，月售 3000 多单的外卖店铺和
废品站开在一起，卫生状况糟糕……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让不少以外卖店
营业资质、门面照、评分、榜单为点餐
依据的消费者陷入迷茫：外卖以后该
如何点？

外卖平台连接消费者和商家，靠
订单收取服务费，其运行依凭一定的
规则。线上运营的外卖店铺都应取
得独立证照，缺少资质无法过审。而
且按照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
出租、转让证照。然而，三四十家美
食档口统一使用美食城的执照，低品
质高利润，卫生状况堪忧，造成外卖
市场鱼龙混杂，劣币驱逐良币，请问：
平台怎么审核的？监管部门去哪了？

消费者原本指望平台从源头上
把关，但真相却让人胃里翻江倒海。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记者发现，在审
核中本应起重要作用的平台区域负
责人竟主动给商家支招租借执照，只
顾自己的KPI。

外卖如何让人吃得放心、安心？
有网友从制度上求解：平台应强制实
施明厨亮灶、设置行业禁入黑名单，
设立查重机制、外卖小哥监督举报机
制。也有网友以个人经验作答：点外
卖最好先去店里吃一次，尽量选择堂
食外卖同时运营的店。看来，消费者
并没有因噎废食，外卖还是要点的。
那么，平台就要当好食品安全的“守
门员”。

除了平台，相关部门也应加强监
管，维护市场环境。最新消息，北京
市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央视
曝光的一家租借证照的烧烤门店立
案调查，该店铺已停业整顿并在平台
下架。期待管理部门继续发力，为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叫人如何放心点外卖
⊙家祥

17岁的全红婵感受到了作为公众
人物带来的压力。

近日，她回到家乡省会广州参加
第 33 届夏季奥运会广东省总结表彰
大会，被网友拍到去苹果专营店买手
机。很多网友不淡定了，指责这位巴
黎奥运会跳水冠军：为什么不买小
米？为什么不买华为？国家培养了
她，她必须支持国货。

按照这些网友的说法，全红婵没
有按照他们认可的方式爱国。

我喜欢国货。比如手机，我现在
用的是红米，以前还用过荣耀和华为，
原因无他：好用。前天乘坐滴滴出行，
司机开的是广汽合创，一路上对爱车
赞不绝口。显然，司机选择这辆国产
新能源车，也是因为质量好，开着舒
服。总之，我们选择国货的目的很单
纯，就是好用。

然而，如果我用的是苹果手机、滴
滴司机开的是特斯拉，就要被指责？

就拿苹果手机来说，苹果公司只
是提供了核心技术，它的很多零部件
由不同国家生产，其中就包括我国的
企业，尤其是它的主要产地在中国，郑
州、深圳……一台苹果手机的流水线，
零部件供应、就业、税收，无不为我们
国家做贡献。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产
品很可能由不同国家的企业“组装”，
不能因为它的商标归属外国，就去抵
制它。

爱国是我们的崇高价值，但爱国
不仅是爱国货，也是爱我们国家的法
律和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这意味着作为消费者，我们有选
择产品的自由，其中包括全红婵这样
的奥运会冠军，也有购买苹果手机的
自由。支持她的这种自由，就是支持
我们的经济制度。

全红婵小小年纪，多次在国际赛
场为国争光，这是最闪亮的爱国行为，
何必道德绑架她呢？

不要道德绑架全红婵
⊙小雨

今日观察

击一周 点

漫话

连续7年助学，发放善款30万余
元，480多名学生受益……对出身农村
的王富轻、王星可父子来说，难能可
贵。尤其是他们开的超市以乡镇为市
场，营业额和利润有限，30万余元堪称
大手笔。

据晚报报道，王富轻是堂街镇人，
2018年秋举办了首届富轻杯“你上大
学我送礼金”公益助学活动，此后带动
儿子参与公益，延续至今。

父子俩的善举，既来自于崇尚知
识、尊重读书人的传统，也来自致富后
回报乡亲的社会责任感。在县域里，
还有不少像他们这样朴实善良、古道
热肠的人。他们是民间乡里友爱、互
助的希望之火，是乡村振兴、和谐的有
生力量。感谢他们，向他们致敬。

（张梦珠/图 张骞 董佳理/文）

致敬助学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