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举福报
日前， 在江苏扬州， 一位老人驾驶

电动三轮车倒车时侧翻掉进河道，人们
看到后立即呼救求助。 一名男子闻讯赶
来参与救人并报警，消防救援人员和民
警将老人成功救起后，该男子才发现三
轮车驾驶员竟是自己的父亲。

见义勇为救起自己亲人， 如此巧
合，让好事增添了好报的喜剧色彩。 这
类巧合， 背后是古道热肠的必然体现。
热心肠的人乐善好施， 做好事毫不犹
豫，不分对象与场合，有时就那么巧，刚
好救到了自己的亲人。 是巧合，也是必
然的福报。 做好事者，无论救起谁都是
佳话，救起的每条生命，都具有同等的
份量。 生命无价，救谁都是善举，都有同
等的意义。

见义勇为救起亲人， 是对见义勇为
精神的最好弘扬，因为谁也不知道意外
会落到谁的头上， 无论遇到谁落难，该
出手时就出手，这是救他人，也是在救
自己的亲人。 只要人人都见危施救，无
论是谁的亲人，在落难后都会有获救的
欣慰结局。 ①2 （徐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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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观澜

如今， 成功人士回乡
下老家盖房成为新时尚，
墙倒屋塌的“空心村”里，
一些老宅祖屋翻新重建。
如果不是衣锦还乡般大建
庄园别墅，而是依规而建，
这应该是件好事。

中国人向来有叶落归
根的传统。“老宅一座，良
田三亩”，这是传统农耕社
会植下的怀乡基因。 不管
身在何方，老家有套房，就
像树木有了根。 不管你是
在外打拼的年轻人， 还是

功成名就的中年人， 亦或
人到老年叶落归根， 只要
乡下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
子，心里也就有了底，就不
至于迷失回家的方向。

许多年轻人很难理解
父母对于盖房的执念。 现
如今， 不少出身于农村在
城市里定居的中老年人，
大都清楚记得自家乡下的
房子当初搭建时一砖一瓦
中的艰辛。“旧时王谢堂前
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城
里的高楼大厦鸽子间里，
如何飞得进秋去春来的小
燕子呢？

在房价居高的今天，
对于年轻人来讲， 乡下有
套房可以成为“进可攻、退
可守”的阵地，在城市里立
足不易的时候， 至少乡下
还有一个可以安放锅灶的

地方。 万家灯火之时，老家
还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对
于中老年人来讲， 老家有
房， 除了满足叶落归根的
心愿， 归隐善老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而且还可以
发挥余热， 积极参与乡村
振兴。

过去，我们有“解甲归
田”的传统，文臣武将有功
名之人致仕退休时， 按照
规制回到故乡建一定标准
的房子在乡村定居下来，
对于传统的乡贤文化形成
大有益处。 如今，乡村振兴
政策鼓励知识、 资本下乡
参与乡村建设， 也是建设
美丽乡村的力量之源。 不
久前出台的新政策，
允许城市户口的居
民继承翻建乡下老
宅，给“回老家盖房

子”提供了政策支持。 那些
心系家乡、 念兹在兹的成
功人士何不回乡一看呢？

耕读传家的传统，逐
渐淹没在城市的烟火里。
但是，暮年的归宿从来都
是风吹稻花蛙声一片的
田园生活。 这，或许就是
千年不变的乡愁。

回到故乡， 住进自己
乡下的房子里，“开轩面
场圃，把酒话桑麻”，也许
就是我们最后的人生寄
托。 秋叶落入泥土，人心
有了归途，不也是一种不
错的选择吗？ ①2

（作者单位： 南阳市
房地产商会）

警方推出“打架成本套餐”，花式普
法可以再多些。

———近日， 部分地区警方推出的
“打架斗殴成本套餐”火了，斗殴者可以
“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归属”。 新华
网对此发表上述观点。

要把减少“小胖墩”当成健康中国
的大事情。

———统计数据显示，近 15 年间，我
国肥胖儿童人数增加了 28 倍。 东方网
对此作出如上评论。

大学生应该祛除熬夜这种“新标配”。
———一份报告显示，当代大学生的

睡眠质量令人担忧， 熬夜现象非常严
重。 云南网认为，关键在于大学生要管
好自己。 ①2

晨读箴言

尊重群众态度要正， 对待群众感情
要深，深入群众掌握要准，联系群众关系
要顺。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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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建房
□于杭

日前，媒体披露“付费
实习”市场乱象：围绕大学
生想去“大厂”（指大型互
联网企业）、大机构实习的
需求， 一些中介编织出有
偿实习暗网， 宣称付费数
万元后，便可“全部免面试
包过” 者有之； 远程“打
杂”，与公司和实习导师的
联系极为微弱者有之；构
建假导师、假项目、假机构
等彻头彻尾“假实习”者亦
有之。

“付费实习” 市场乱
象愈演愈烈，危害了消费
者权益，影响了企业选人
用人秩序，扰乱了市场法
则， 腐蚀了职场生态，带
坏了社会风气，亟须整治
和规范。

“付费实习” 乱象涉
及的首先是法律问题。 公
司员工以个人名义，利用
信息左右实习人选而牟
利，涉嫌不当利用公司利
益牟取私利、账外款项不

合法，甚至受贿。中介
公司宣传实习包过，
炮制假机构、假导师、
假实习， 涉嫌虚假宣

传和欺骗欺诈。
“付费实习” 乱象还

涉及教育问题。 目前，高
校的就业教育有没有根
据这些新情况补上教育
这一课，让学生拥有更加
正确的就业观、更加敏锐
的风险意识、更加坚定的
维权意识？ 有没有通过多
种途径让学生了解“付费
实习”的局限、风险和边
界？ 如果教育和预防走在
前面，就能防止不法分子
乘虚而入。

“付费实习” 乱象当
然也体现了背后的道德
问题。 当实习异化成装点

门面，当追求机会开始依
靠金钱多寡，当新兴的市
场需求成为虚假、 诈骗、
利益输送等重灾区，很难
说道德的约束力没有出
现问题。 还好，社会尚有
公论， 法律仍有底线，这
一乱象应当为道德问题
敲响警钟。

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
础上，还有必要通过公益
途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持续提供更多的实习
机会和工作岗位，只有这
样，才能解决上述诸多乱
象，为大学生就业保驾护
航。 ①2

付费实习
□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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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要有仪式感，结
婚 20 年纪念， 休息 4 天，
星期一正常开业。 ”日前，
在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
区， 一张手写纸条贴在一
家大饼店窗口。 一些学生
在纸条下方留言：“希望在
今后的日子里， 叔叔阿姨
还能长长久久”“愿每个懂
生活的人都被生活温柔相
待”……

有仪式感的生活，更
有幸福感。忙碌，就是为了
幸福地活着， 而不是为忙

碌而忙碌。 舍得给自己放
假， 为自己创造“家庭节
日”，为生活赋予了更丰富
的内涵。

“家庭节日” 可以包
含很多有纪念意义的日
子， 比如“结婚纪念日”
“创业起点日”“命运转折
日”等。 家庭的境况千差
万别，“家庭节日”也可以
五彩缤纷。

“家庭节日”， 不仅有
美好的回忆， 还有真诚的
祝福。 正因为有了这些回

忆与祝福，夫妻之间，兄弟
姐妹之间， 父母与子女之
间，就会多一些沟通、多一
些理解、多一些关心、多一
些勉励， 日子就会多一份
和谐、多一份美好。

每逢“家庭节日”，可
以旅游、聚餐，也可以开一
个家庭派对。 作为一种家
庭文化，“家庭节日” 浸润
着家风，可以提醒大
家“不忘初心”，也可
以激励大家抚今追
昔而扬帆远航。

有“家庭节日” 的家
庭，生活会更有滋味，日子
会更有盼头。 从这个意义
上讲， 四川这对卖大饼的
夫妇， 他们的生活是讲究
的，他们的精神是饱满的，
他们的工作相必也是充满
干劲的。 正如老话所讲的
那样，心中若有桃花源，处
处都是水云间。 ①2

家庭节日
□王传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