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一段时间以来， 年轻人针
对家中老一辈有病硬扛、 天热
不舍得开电扇、 长期吃剩饭等

“吐槽”帖子，在网上引起话题。
一些年轻人把长辈们的这些行
为称为“有福不享、没苦硬吃”，
他们想不通： 在经济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 为何长辈还是这般
选择？

分析原因， 一方面是他们
年轻时吃过苦挨过饿， 养成了
节俭的品格， 即使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 也很难改变多年来养
成的生活习惯。比如，网友抱怨
的“好好的一箱新鲜苹果舍不
得吃，必须从快烂了的开始吃，
烂一个吃一个， 到最后吃了一
整箱烂苹果”“剩饭剩菜舍不得
倒掉，放着当天新做的不吃，逮
着剩菜来回热” 就被认为是最
难攻克的“陋习”。另一方面，年
轻人认为的苦， 在许多老人看
来，并不是苦。 比如，许多农村

老人哪怕跟子女到城里生活，但
只要一有空地，他们就要种点东
西。晚辈觉得没必要，可是对“闲
不下来”的他们而言，在地里干
活并不是苦，反倒让他们在干活
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价
值感。

其实，子女抱怨老人“没苦
硬吃”，和老人抱怨年轻人“不能
吃苦”是一个道理。“明明外卖又
贵又不健康，为什么不动手自己
做”“几分钟就洗完碗了，哪里用
得着洗碗机”“现在的年轻人不
愿意干脏活累活，哪像我们那个
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有一份工
作就拼了命地干” ……可是，用
洗碗机的年轻人可能多日熬夜
加班做方案，餐餐都点外卖的可
能休息日还在忙着培训充电，那
些不时跳槽的年轻人不是偷懒
而是为了更自由随性地生活。

说到底，“没苦硬吃”和“不
能吃苦”的不兼容，背后正是年

龄和社会发展带来的
鸿沟。 一代人与一代人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
同。 老一辈的“苦”主要
是物资匮乏的苦，而今

天一些年轻人的“苦”更多是精神
和心理层面的苦，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焦虑症的情况有所增多。 这
种苦是老一代人所不能理解的，
也正如年轻人认为老人“没苦硬
吃”一样。

虽然认知上有差异，观念上
有冲突和碰撞， 但应该看到，双
方互不理解的背后是实打实的
关心和爱。 抱怨老人“有福不享”
的下一代是希望年轻时吃过不
少苦的老人，能够享受更好的生
活；抱怨孩子“不能吃苦”的老人
则是饱含着对下一代未来生活
更好的期许。

对苦的不同理解并无对错之
分。 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生活方
式的权利。因此，无论是老人还是
年轻一代， 都需要加强沟通和交
流， 才不至于走到对立面， 背离
“都是为了你好”的初衷。 老人不
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年轻人，
年轻人也要试着多理解和包容
“过惯了苦日子”的老人，用更多
的耐心去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并
试着理解他们的“冥顽不化”。 毕
竟，相互理解并尊重，才能缩小代
沟，增进和谐。 ①2

“吃苦”代沟需要用爱填平
□谭敏

●这个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是那些
最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没有人在世界上能够“弃”你，除非
你自暴自弃，因为我们是属于能的，并不
属于他人。

●米可果腹，沙可盖屋，但二者掺到
一起，价值全无。

●做人纯粹点，做事才能痛快一点。
●人生就像蒲公英， 看似自由却身不

由己。
●人在思想上每有所开悟，都是一次

翻新；人在志趣上每有所感发，都是一次
向上。

●幸福就像玻璃，平时看不见，稍微
调整一下角度，就会光芒四射。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
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 那不是
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 真
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正
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如果你收拾不了苦闷的生活，那就
学会收拾自己的心情。

●猜忌是一把剪刀，会让人们的感情
一点点断开；谅解是一根银针，会把人们
的感情一点点缝合。

●只有努力书写好今天，明天的回忆
才能美好无憾。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在视
力上，而是在视野上。

●快乐的秘诀是： 真着急假生气，热
问题冷处理，走直路拐活弯，过去的事情
不后悔，眼前的事情不攀比。

●明白自己远比搞懂别人重要。
●生活一定要五颜六色， 但绝不能

乱七八糟。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有没有能够迎

风的翅膀， 而在于有没有不畏风雨的灵
魂。

●对自己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幸
福毕竟不是“曹操”，不可能说到就到。

●懂与不懂，不多说；心乱心静，慢慢
说；若真没话，就别说。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 眼光要到
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精神可以飞到。

●十年前你是谁， 一年前你是谁，甚
至咋天你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
你是谁，以及明天你将成为谁。

●世上只有一个真理，便是忠实于人
生，并且爱它。

●人生难免会进退两难，与其无谓坚
持，不如放手一搏。

●光阴早就把最美妙的东西加在了
修炼它的人身上。 那个美妙的东西，是清
淡，是安稳，是从容不迫，也是一颗最自然
的心。

●别人可以替你开车， 但不能替你走
路；可以替你做事，但不能替你难受。 人生
的路要靠自己行走，成功要靠自己去争取。

●无痛不快，无苦何甜。 活着，本就是
一种修行。 有时明天就是灾难，有时没有
明天就是灾难。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

编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日前， 有旅游平台发布报
告显示，暑期国内旅游市场保持
稳步增长，酒店、机票搜索热度
均同比上涨 20%以上。围绕夜间
游、避暑游、亲子游、研学游等消
费热点， 各地将举办超 4000项
约 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暑期经济”热力十足，是消
费潜力、活力的直观体现。 结合
上半年数据看，我国消费市场总
体平稳，亮点不少。比如，基本生
活类商品零售保持增长，品质类
和绿色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持
续释放，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
新模式拉动线上消费增长明显，
餐饮、交通、文旅等服务消费增
势良好。 值得注意的是，商品消
费的表现仍弱于服务消费。上半
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
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同比增长 9.2%， 而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为 3.7%， 其中 6
月份同比增长 2%， 环比下降
0.12%， 消费市场的恢复基础仍
有待进一步巩固。

消费是最终需求， 是畅通
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
引擎， 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培
育完整内需体系作出全面部署，
要求“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从居民消费的层面看，消费长效
机制就是“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

消费、 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
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的机
制，如此才能持续有效释放居民
消费潜力，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变量是
收入。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最根
本的途径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 居民收入由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
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项组
成， 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
着眼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
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
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
制度”， 这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治
本之策。 在实践层面，更加突出
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
业稳定，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营
造更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
发展环境，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
性收入。

推动消费稳定增长，
一方面，促进大宗消费、重
点消费，稳住“基本盘”。汽
车、家电、家居、餐饮消费
作为传统消费的“四大金

刚”，是扩大消费的重点领域。另一
方面， 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做
强“新引擎”。 当前，消费形态正逐
渐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
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消费的无形
性、同步性等特点，意味着其对消
费场景、 消费体验有更高要求，要
通过创新消费场景、 改善消费环
境，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更好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 要减少
制约扩大消费的限制性措施。 从
大的方面说， 比如在打破行业垄
断和地方保护上持续发力， 鼓励
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增
发购车指标，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 从小的方面说，比如对
重点商圈适当放宽“外摆”限制，
优化演出赛事活动审批程序等。

我国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有
坚实基础。 我国人均 GDP连续 3
年超过 1.2万美元，拥有全世界人
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是最具
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 随着有利
于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加快
完善， 支撑消费的积极因素不断
增多，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作用将更加凸显。 ①2

从“暑期经济”看扩消费长效机制
□熊丽

南都论坛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晨语2024年 8月 1日 星期四
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郭征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