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记协副主席、郑州日报社调研员张利民同志，2015年3月
31日18时30分不幸遭遇车祸，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0岁。

张利民1955年7月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高级记者职称，1980年进
入郑州晚报社从事记者工作，先后任《郑州晚报》记者、副处长、处长；《郑州
日报》处长、副总编辑、郑州日报社调研员。生前任郑州市记协副主席。

现定于2015年4月2日上午9时，在郑州殡仪馆大厅举行张利民
遗体送别仪式，希生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

张利民亲属泣告
2015年4月1日

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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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
微
评

替喊到、替上课、替做笔记、替
写作业,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多所
大学校园内出现包含一条龙服务
的“租人上课”服务。
（4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

“租人上课”现象的出现，既反映
出当代少数大学生对自己不负责任，
虚度大学生活，浪费父母替他们缴纳的
学费和生活费，也反映了高校教师不负
责任，不认识学生、不管理学生。要斩
断大学生“租人上课”现象，除了加强对

“租人上课”学生的惩处之外，关键是
扭转高校的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机
制，强化教师在教学上的责任，倒逼
高校教师重视课堂。□张立美

3月 31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审议。《草案》提出，有
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
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
(4月1日《潇湘晨报》)

规定“老人有权拒绝啃老”，湖南
不是第一家，几年前江苏省也有类
似的制度安排。可以说，这是通过
立法形式明确老年人拒绝啃老的
权利，为拒绝啃老提供法律撑腰。
但回归到啃老本身，拒绝的权利其
实并不需要专门的法律声明。因
为老人有权拒绝本就是自然权利，
啃老一事也更多的是愿打愿挨。如
果说老人不愿给年轻人啃老的机会，
又何谈啃老的发生？

啃老事实上是一个道德行为，如
果没有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也谈不上动用法律武器。对于啃老
的诸多评判，更多的也只能从道义上
审视。譬如经济能力不足的家庭，
结婚以后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按照

“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的规定，那
么设想，当这样两代人住在一起的
家庭发生矛盾冲突，作为房屋所有
者的老一辈，是否可以据此将年轻
一辈扫地出门？2013年《京华时报》
就曾报道过，一名母亲因儿子不承
担外债赶其出门。

当然，现实中，不孝子孙一味啃
老甚至不尽责赡养父母的也大有人
在。但这主要牵涉由啃老演变而来
不承担养老义务的相关法律规范，而
非啃老一事本身。毕竟，啃老虽不值
得提倡，但背后有亲情因素作用。血

浓于水的感情，让啃老有了生长空
间。更何况，啃老既有主动啃老，孩
子长不大的一面，又有被动啃老，受
经济形势局限的一面。简单的一句

“有权拒绝”又如何厘清温情背后的
是与非。

“有权拒绝啃老”本不需重复申
明。如果说因啃老引发养老纠纷，那
有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依靠。
涉及民事纠纷的可以依靠民法，涉及
刑事纠纷的可以找刑法，涉及赡养老
年人义务的则有《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还是那句老话，道德的归道德，
法律的归法律。守住彼此的界限，在
移风易俗，创造告别啃老的社会环境
上多下力气，让老年人明白有权拒绝
啃老本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年
轻人有底气告别啃老，不惧生活的风
雨。□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有权拒绝啃老”本不需重复申明 微话题@

@人民网：由于缺乏设计经验，
农村房屋大多千篇一律，缺乏特色。
为此，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通过实地
调研，编制了多种户型的新农宅设计
方案，供农民朋友参照兴建住宅。《图
集》包括建筑效果图等，同时对户型
设计、建造技术、建筑风貌及工程造
价概算也作了说明。

赞成

可将图纸推广
@高淳文广：这绝对是需要点赞

的，美美的房子！
@阿笨灬：可以做个网站，提供农

村房屋专业设计图纸，方便农民下载。

反对

养的猪放哪去？鸡窝放哪？
@热情的安良：不喜欢，我养的猪

放哪去？鸡窝放哪？
@默默无为的小唠叨：三四人户

型明显不够用啊。
@清风本识字：农村的房子还是有

些乡土味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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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月薪期望超8000元
眼下离今年高校毕业还有不到100天时间，找工作成为多数毕

业生的头等大事。某网站毕业季近日公布的就业调查统计显示，截
至目前，仍有50.9%的大学生未收到用人单位的就业通知。就业压
力不小，大学生们对待遇的期望却不低，在全国调查中，超过四成人
对月薪的期望是8000元~10000元。（4月1日《重庆晚报》）

正方 谁没有做过关于月薪的梦？

即便想拿8000元以上的月
薪，也并不是非8000元不就业。
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很多大学
生期望拿到高薪，但他们还是在
低薪的岗位上工作。人都是活
在梦想里的，现实固然沉重，没
有梦想更可怕。可以劝导大学
生更多关注发展空间，尽量实事
求是，但不能因为现实沉重，就

连一点梦想也不留给他们。
虽然这样的月薪预期调查

存疑，但如果大学生真有这样的
预期，也应该理解和尊重，并且
尽可能地满足。因为，“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预期月薪8000元
不应被嘲笑，如同你我，谁没有
做过关于月薪的梦？□毛建国

反方 期望值不切实际 待遇应由市场定

在人力资源市场高度开放
的今天，显然对于人才的“定
价”，既不能由求职者自己单方
面来决定，也不完全由用人单位
自己决定，而是由市场来决定。
一般情况下，当求职者个人能力

与其所期望薪值相匹配，就能很
快找到合适的工作；反之，如果
求职者能力低、期望值高，往往
很难找到工作。所以，让这些期
望高薪的毕业生到市场上去试
试水，才能回归理性。□张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