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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彩礼”的新娘不会因此掉价

日前，一场充满喜庆与浪漫
的婚礼在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大
河道乡西河道村热闹举行。大家
在向新郎新娘送去祝福的同时，
议论最多的却是他们的结婚“零
彩礼”。新娘李晓利说，“我们结
婚不要彩礼，那是因为感情是买
不到的，婚姻不能靠金钱来维
持，幸福生活得靠自己的双手来
创造。”(10 月 10 日《广州日报》)

当公众对层出不穷的“天价
彩礼”产生视觉疲劳的时候，清新
而稀缺的零彩礼显然让人们眼前
一亮。“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
行车上笑”，在一些人感叹情感商
品化的当下，“零彩礼”显然打破

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这位勇敢、
自信的姑娘，让我们见识到了简
单、纯粹情感存在的可能性。

得益于岳父岳母的理解与
体谅，笔者结婚的时候女方也采
用了“零彩礼”。在他们看来，缺
乏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农家
子弟在大城市立足扎根已经不
容易；只要有情感基础、只要年
轻人在一起生活得幸福，又何必
用彩礼来为难年轻人？

一提到“天价彩礼”，许多人
容易情绪性地先入为主；他们挥
舞着“道德大棒”，指责姑娘的拜
金、女方父母的势利。“天价彩
礼”固然有诸多非理性的因素，

却也隐伏着一些利益诉求，看似
不可理喻，实际却有“不得不如
此”的无奈与艰辛。而彩礼的水
涨船高，既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
会分层的因素，也和地方性、区
域性的习俗、价值观念、文化认
同密不可分。当彩礼的价码和新
娘的身价挂钩，当彩礼成为社会
表现和社会竞争的工具，彩礼便
上演了“变形记”；人口流动的加
速以及乡村性别结构的失衡，让
婚恋竞争渐趋激烈；越高的彩
礼，在婚恋市场越有竞争力；这
种畸形的价值认同，让“天价彩
礼”的虚火越烧越旺。

在一个注重利益变现、热衷

“走捷径”的时代里，一些人青睐
“捞现成”，希望过上安稳、富足
的生活。彩礼越多意味着男方家
里越富足、对女方越看重和在
意，这样的“文化枷锁”，让许多
年轻人不堪重负、苦不堪言，甚
至导致了情感链条的脱节与断
裂，少数有情人非但没有成为眷
属，反而形同陌路。

尊重自己的内心，不屈从世
俗的偏见与压力，“不要一分钱”
的新娘，并不会因此降低她的身
价。面对“彩礼乱象”，又有多少
人具备她这样“爱的勇气”？这个
世界的分量与质量，与我们每个
人的角色扮演息息相关；当“零
彩礼”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社会认
同，错乱的“彩礼文化”才会重回
正轨。 原载《燕赵都市报》

只要有情感基础、只要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得幸福，又何必用彩礼
来为难年轻人，给婚姻制造人为的藩篱呢？头条评论

浙江金华金东区实验小学日前发出一份公约，提出让家长告别
检查作业，希望改变“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现状，取消家长
为孩子家庭作业签字的要求。对此，家长反应两极，有赞有弹。您怎
么看？

下期话题预告

10 月 8 日，河南南阳某中学举行手机
销毁大会。几十部从学生那里没收来的手
机被扔进水桶，用锤子砸烂。对此，学校工
作人员称，他们也是没办法，一切为学生
好。对此，您怎么看？来稿请发：sdjbrmpl@
163 .com

没收学生手机销毁，您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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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时代
消费者用手投票

老话说，客大欺店，店大
欺客。有些企业在做大做强
之后，为了追求利润，往往会
设置消费陷阱，侵犯消费者
利益。

著名的在线票务公司携
程，最近被演员韩雪炮轰捆绑
消费，引发众声热议。压力之
下，携程官方取消捆绑销售。
其实，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机
票或火车票，图的是快捷方
便。在这个过程中，航空公司、
铁路公司、网络平台，乃至消
费者，其实都是获益的，是一
种多赢的格局。然而，现实却
是，消费者往往被眼花缭乱的
网站设置迷惑，糊里糊涂地购
买了本来并不需要、也不情愿
的服务产品。这完全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有
媒体调查发现，今天的互联网
中，注册账号简单，注销账号
却难上加难，甚至，在不少账
号的设置界面里，你压根找
不到注销选项。而且，即便能
够注销，用户在一些社交网
络上注销过的账号，总能被
搜索引擎抓取。注销，只是代
表了账号本人不再有发布信
息的权利，但曾经发布的信
息，仍然在服务器的后台，成
为了互联网公司的数据资产。
互联网公司那么在乎用户吗？
是的，用户量代表着规模与市
场占有率，代表着商业计划书
与估值，最后都是可以换算成
金钱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可以说这些互联网公司压
根不重视用户，它们不尊重用
户的选择权与知情权，并且以
无偿的方式霸占了用户的信
息，并以之获利。

互联网拉近了企业与消
费者（用户）的距离，这使得创
业的门槛空前地降低。但这并
不意味着，诚信经营的理念就
可以丢在一边，弃之如敝履。
从前的消费者用脚投票，现在
的消费者用手指一点就能更
便捷地投票。

狄凯

正方：有利于学生减负

王小明：“叫停”家庭作业由
家长签字，对教师来说可能会增
加工作量，但同时会形成一种倒
逼机制，教师要想给自已减轻工
作负担，就必须先给学生减轻负
担，这也会促使教师在选择、设
计家庭作业时充分在“精”字上
下功夫。同时，教师检查批阅家
庭作业给学生带来的心理作用
可能远远大于家长，这种心理作
用会促使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
时更加用心，学习效果自然会更
好，这样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家庭作业越来越少，学生的成绩
可能会越来越好。

汪代华：孩子作业，老师批
改，天经地义。“家长签字”让学
校与家长之间的分工已经失衡，
家长在孩子学业上操的心越来
越多，甚至整个家庭为孩子疲于
奔命。这实际上是老师偷懒省
事，推卸责任。“家长签字”会使
孩子养成一种依赖性。此外，“家
长签字”会淡化孩子自身的责
任，如果错题了，孩子自然第一
反应就是：爸爸妈妈没有给我检
查出来。叫停“家长签字”是厘清
家校教育责任，正当其时。

反方：取消也别一刀切

郭志钧：让孩子学好文化知
识，是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心愿，
需要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对于
那些自制力差、完成有困难的孩
子而言，父母参与到其家庭作业
之中，有利于督促他们及时完成
作业并改正错误，这种“一对一”
或是“二对一”的效果会明显好
于老师的“一对多”，也是符合因
人而异、因材施教精神的。所以，
对于取消“家长作业”，不应盲目
叫好，更不应“一刀切”。

刘云海：老师布置家长给孩
子作业签名的任务，其实并不是
要将孩子的作业转嫁给家长，而
是希望家长多了解孩子的学习
和作业态度，督促孩子认真完成
作业。孩子的成长除了有赖于学
校的培育和老师的教导，也离不
开家庭的教育，如果连给孩子的
作业稍作检查并签个名都觉得
难以接受，又何谈家校携手？很
多调查表明，家长关注作业和学
习状况较多的孩子，一般更容易
品学兼优，而家长经常无暇关注
的孩子，则往往更容易成为问题
学生。因此，为了孩子的成长，这
样的“家长作业”不应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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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不应成为“家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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