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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留岗福利直达留岗人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 程士华

发红包、 给补贴、 赠消费券……
今年春节， 为了配合疫情防控， 各地
政府陆续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 “留
人” 就地过年。 “暖政” 一出， 就广
获点赞。 “暖政” 要暖心， 关键在落
实。 相关方面要拿出切实举措， 确保
这些福利真正落到留岗人员身上。

发放留岗福利、倡导就地过年是国
家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
让好政策产生好效果，首先有赖于政府
部门细化实施办法、科学监督执行，把
留岗福利的发放工作做细做实。

例如， 留岗福利落实执行往往涉
及不同层级的多个部门 ， 如何协同 、
怎样执行、 谁来监督等细则还有待明
确。 目前， 一些地方探索补贴分步拨

付、 借助大数据精准跟踪发放、 对违
规企业纳入社会征信黑名单等办法 ，
力求让留岗福利直达留岗人， 这些做
法值得借鉴。

让留岗福利直达留岗人， 还需要
企业提高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真实
上报留岗人数 ， 及时落实政策福利 ，
确保人留心安有获得感。 同时， 每一
位留岗人员也应配合政府、 企业共同

做好防疫工作， 为全国防疫大局贡献
一份力量。

留岗福利不是 “纸上福利”， 而是
事关疫情防控大局的关键措施， 是影
响留岗人员获得感的惠民之举。 相关
方面要尽快拿出细招实招， 让惠民之
举真惠民， 让留岗员工过一个有满满
获得感、 幸福感的春节。

（新华社合肥 1 月 30 日电）

家庭教育惩戒的边界在哪儿

■储朝晖

近日，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由于事实上，
不少中国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尚未彻

底舍弃“棍棒”，使得其中“家庭教育
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 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模糊点。

对此，首先要通过整个家庭教育
法的立法精神加以理解。 如果以化
简的方式对该草案进行逐层删减 ，
最后得到的主要就是两层意思 ：一
是保障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全发展 ；
二是明确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的家庭教育法定责任。 主要解
决的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拒绝或者怠于承担家庭教育责

任、 实施家庭教育不当导致未成年
人行为出现偏差或者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等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育不得

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 是家庭文化
的提升，家教文明的提升，同时也是
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 要实现这一
目标仅靠法律条文远远不够， 事实
上需要所有家庭和父母依据法律 ，
根据自身实际做自己力所能及范围

内的改进和提升。
“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包

括对未成年人有性别、 身体状况等
歧视，胁迫、引诱 、教唆 、纵容 、利用
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

公德的活动。 对于“家庭暴力”的界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 已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
之间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
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按照
表现形式划分，可分为身体暴力、情
感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 这一界
定显然适合未来正式通过的家庭教

育法。
可以说，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家庭

通常不会在家庭教育中使用暴力 ，
但在特殊情境下可能会不由自主地

又用上了暴力。 这已经不再是法律
上的家庭暴力底线不清晰， 而是认
知上的暴力底线不清晰， 或者说是
存在认知的误区。 这种认知的误区
常表现为： 孩子犯错了打骂一下是
必要的，偶尔用打骂作为教育的“撒
手锏”是可以的，打骂一下就是有效
果。

上述观念都是在没有法律明文

规定“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
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延续下来的。 当
法律有了明文规定后， 它所产生的

效果就会发生变化。 即便在法律没
有规定的情况下， 暴力教育所产生
的效果总体上是坏的。

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大面积调查

显示， 未成年人的暴力倾向虽然有
其生物性遗传的源头， 但其所生活
的环境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决定作

用， 影响最大的是未成年人所生活
环境中成年人的暴力行为。 有明显
暴力倾向的儿童大多曾经是暴力的

被接受方、模仿者，如果孩子默认暴
力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就会
使用暴力解决他所遇到的各种问

题 ， 从而突破犯罪底线走上不归
路。 显然这是任何有点责任感的父
母或家庭成员都不愿看到的后果 。
立法规定 “家庭教育不得有任何形
式家庭暴力”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父
母或监护人守住这条底线。

同时， “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
暴力” 并非要求父母或监护人放弃
在教育中对孩子的惩戒权。 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

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家庭教育中
监护人的职责与权力是对等的。 家
庭教育需要在充分尊重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的自主性的前提下， 才能
更为有效发挥政府、 学校和社会的
促进作用， 非必要时无须进行国家
干预。

家庭教育惩戒的边界在哪儿 ？
与学校教育相同， 家庭教育中的惩
戒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 在如何用
好家庭教育的惩戒权上， 相关部门
的家庭教育指导需要发挥作用。 上
等策略是以建设和美家庭为目标更

好地发挥家庭教育效能， 以互动式
的亲爱和睦化解孩子成长中的各种

艰难， 建设民主平等、 相互尊重的
家庭， 遇事以协商的方式为主， 共
同制定规则， 共同遵循规则， 共同
划定底线， 必要时相互监督， 就可
以在最低限度实施惩戒。

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无法创造条

件使用上策， 也需要走出 “棍棒底
下出孝子 ” “熊孩子不打怎么管 ”
的教育智慧困境。 在遇到难以解决
的问题时， 也需要冷静理性， 至少
在心里明确， 在家庭教育中贸然使
用暴力是下下策， 即便未达到需要
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度， 但它所产
生的危害不仅巨大， 而且长时间难
以消除。

父母或监护人心中的暴力没有

了 ， 就能确保随心所欲仍不逾底
线。

（《据光明日报》）

画中有话

被问责

流于表象美的“氛围感”

■见习记者 苑美丽

最近网络出现一个流行词———“氛
围感”美女，抖音、快手等小视频平台美
妆博主们抓住热点， 开始争相在视频号
里分享各家打造“氛围感”的绝技：讨论
怎样选择腮红口红，怎样给妆容加阴影，
怎样摆拍等，算是刮起一股“氛围感”热
潮。初看惊艳，但这种“氛围感”并无法长
久停留， 似乎只是花花绿绿画面的转瞬
即逝。 美有很多种，可若没有直达心灵，
便也不会是永恒。

人有三相，皮相、骨相和气相。 皮相
是表面的美丑，是五官脸型的和谐比例，
是令人舒适的黄金分割，即形式美；骨相
是指人的骨骼部分， 好的骨骼能够撑起
面部肌肉，打造立体五官，这种美相对于
皮相而言更加耐看， 是更深一层的形式
美；气相里有着人内心的修为，是性格、
人生追求、人生经历的体现。

当今社会，荧屏鲜肉辣妹并不少见。
科学技术和化妆技术的进步， 实现了伊

人们的唯美妆容梦， 美也是到了一种百
舸争流，千帆并进的开放状态，可是观众
却期待着特定时期影视的历史再现，心
中刮起了一股怀旧风。人们讨论《大话西
游》的紫霞仙子、讨论《青蛇 》里的白素
贞、讨论《黄飞鸿》里的十三姨等等，这些
影视中的女性形象大都出现于上世纪的

八九十年代，时隔这么多年，这些美人依
然在我们心中， 因为她们的美不仅仅是
皮相和骨相， 她们的美有着各自对于人
生意义的追求， 表现了人物原始生命力
的迸发。 如紫霞仙子与至尊宝对朴素爱
情哲理的探讨； 如十三姨摆脱传统礼教
束缚， 执着追求东方女性勇于面对新文
化的可贵精神；如白娘子天性善良，用医
术悬壶济世、造福黎民的善良真情；如东
方不败雌雄同体的形象所附有的洒脱、
霸道的个性特质。 她们的美能够直达内
心，不仅仅是皮相和骨相，也有气相中的
个人性格、人生追求、人生经历。 故事里
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 表现了追求人生
价值路途的坎坷，离开戏剧冲突、故事情
节，她们的美应该也只是存在于表象，所
以我们的怀旧梦，想念的不仅仅是美人，
还是作品里的那个有气相的她。

美不仅仅流于表面的 “氛围感”，它
体现了人生追求和人的精神，单谈“氛围
感”，大概美只是一副皮囊，而不是一塑
雕像，也不是永恒的灵魂。 ③5

三三川川原原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