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孩随谁姓”，没必要太纠结

二孩时代，孩子跟谁姓在一
些家庭里产生了分歧。有人觉得
孩子随父亲姓是传统，也有人觉
得孩子随母亲姓也未尝不可。近
日，有媒体对 2032 名受访者的一
项调查显示，47 . 5% 的受访者认
为孩子应该随父亲的姓。54 . 7%
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

在“全面二孩”语境下，“二
孩”究竟应“随父姓”还是“随母
姓”，确实是不少家庭关心的问
题，甚至引发了一些家庭矛盾。
正如此前媒体曾报道的，“‘二孩
随谁姓’渐成中国部分家庭心
结”。这种背景下，过半受访者能
接受孩子随母姓的调查结果，意
味着多数人已能接受“孩子随母

姓”，值得欣慰。但尽管如此，对
于此调查结果，及其背后的“随
谁姓”问题本身，我们没必要太
过在意、计较甚至纠结。

首先，即便“ 54 . 7% 受访者能
接受孩子随母亲姓”，但口头上的

“能接受”与行动上的“已实施”，
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如此前，有
的地方曾以“随母姓奖千元”方式
鼓励民众让孩子“随母姓”，但该
政策实施 3 年的结果却是，仅有
30 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新生子
女随母姓。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家
庭在“孩子随谁姓”上的实际选择
仍是“随父姓”。

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期以来
形成的“随父姓”传统文化，与

“男女平等”等现代文明价值并
不是不可兼容的，而是有其基于

“慎终追远”价值观的历史和现
实合理性的。因为这种“随父姓”
传统，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而且沿袭久远并早已被人
们所普遍认同遵守。我们尊重这
种传统，不仅有利于彰显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也有利于维护包括
家庭婚姻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和
谐。事实上，这种“随父姓”传统，
并非中国独有，亦是世界各国普
遍遵循的传统。

另一方面，从现代法治角度
看，无论“随父姓”还是“随母
姓”，其实都纯属个人私权、自主
决定范畴内的，“法无禁止”的

“家务事”，无需外力去倡导或反
对。如据《婚姻法》，“子女可以随
父姓，可以随母姓”。

实际上，如果仔细品味一下
当下的“二孩随谁姓”问题，不难
发现，一些二孩母亲及其背后的
外公外婆，之所以要求“二孩应
随母姓”，强调“我是家中独女，
父母也有延续香火的想法”，相
应的观念其实也是根植于传统
文化的。因为，女方自身一般也
是“随父姓”的，这意味着，所谓
的“随母姓”，其实主要是“随外
公姓”而非“随外婆姓”。也就是
说，“二孩随母姓”归根到底还是
另一种形式的“随父姓”。既然如
此———“随父姓”与“随母姓”都
源自传统文化，也没必要将两者
对立起来，并为此纠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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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其实都纯属个人私权、自主决定范
畴内的，无需外力去倡导或反对。头条评论

10月8日，河南南阳某中学举行手机销毁大会。几十部从学生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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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话题预告

广西来宾一家公司的职工栋哥，国庆
假期赶了三个场子，但礼金支出为3块钱！
栋哥名扬八方，是因为送结婚红包时的“吝
啬”，不管是同事同学还是老乡亲戚，甚至
是上司结婚，他只包一块钱的红包！对于这
样的举动，您能接受吗？来稿请发：sdjbrmpl
@163 .com

“1元红包”，您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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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实事才能见成效

学生支付宝账户资金被
盗，打电话报警后，反而被学
校以违反校规校纪为由，给了
一个严重警告处分。10 月 15
日，浙江理工大学官方微博发
布通报称，该文件是某管理人
员在没有向学院领导请示情
况下，擅自作出的。事情发生
后，学校责令继续教育学院彻
查此事，要求迅速撤销这份

“处分”文件，并追究当事人的
责任。无论如何，处分的事是
真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报
警与校规校纪之间到底有何
关联？想来，无非是担心“XX
大学学生被骗”这样的说法会
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去年北京
有位大学教授尚且被骗，这只
能说明骗子狡诈，或者受骗者
缺少防范之心，怎么会与谁的
声誉扯上关系呢？

近日，湖南省质监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湘菜系列
地方标准》制定完毕，对 15 道
南岳素斋菜、15 道衡东土菜
以及 49 道经典湘菜的原料产
地、数量大小、制作要求、烹调
方法，甚至菜品摆盘进行了精
确要求。照理，这是件好事，可
以将湘菜发扬光大。但好事也
要讲究方式方法，过犹不及。
报道说，该标准定得过细，“祖
庵豆腐的主料豆腐的数量为
20片，烤乳猪则要求主料为活
乳猪重5000克”，未免太拘泥，
其后果往往使得厨师束手束
脚，失去了再创作的灵性，阻
碍了湘菜的发展。

不管是维护学校声誉，还
是促进湘菜发展，都不要一味
耍花架子、玩虚的，比如：近
日，《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
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审议
修改稿）公布，并征求市民意
见。河南这一新规亮点纷呈，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

“因见义勇为死亡的颁发100
万抚恤奖金”。“不让英雄流血
又流泪”的呼声由来已久，这
次，河南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有了重奖做后盾，想必会
有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
这才是促进社会向上向善的
实事。 狄凯

反方：销毁手机太激进

郭志钧：根据《物权法》相关
规定，学生对自己的手机享有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虽然可以对
学生使用手机进行劝导和规范，
但是无权进行销毁。销毁学生手
机其实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是
与学校教书育人的定位格格不
入的。

卞广春：学校一切为学生
好，就不考虑方式方法，也不考
虑没收销毁学生手机侵犯学生
家长物权的后果，在现代教育的
背景下，是无法让人理喻的。手
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可以利
用的通讯工具和学习平台。虽然
手机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一些
负面影响，但学校方面应当合理
引导和教育学生注意克制，防止
和杜绝手机成为学生学习的障
碍。对于一再提醒仍不思悔改的
学生，学校还可能与家长联系，
一并做学生的工作。而强制禁止
学生使用手机，将手机树为学生
生活、学习的对立面，甚至发现
学生使用手机，就没收销毁，只

能说明学校在教育学生问题上
缺乏耐心。

正方：学校的无奈之举

刘云海：将学生手机直接进
行销毁，表面看来十分粗暴极
端，但却是当前教育困境的无奈
之举。当前，学生沉迷玩手机已
成为各地教育之痛，老师和家长
采取的各种办法也已黔驴技穷。
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由学校将手
机先行没收，再交还家长，这样
的方法并非没有试过，但基本没
有效果，一些家长坦言，在家里
基本无法管住孩子不玩手机。因
此，唯有“壮士断腕”般的严厉整
治，才能真正震慑住学生私带手
机的陋习。若能因此将学生从对
手机的沉迷中挽救出来，那么，
销毁区区几个手机又算得了什
么呢？

孙洁：其实，学校在销毁手
机之前是跟家长沟通过的，正是
因为家长支持，才得以付诸行
动。严格说起来，家长作为购买
手机的出资人，才是手机的实际
拥有者。所以销毁手机违法的说
法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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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粗暴地销毁学生手机，是教育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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