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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并非鼓励“女婿不赡养岳父母”
■ 郝冬梅

每周在家吃饭6次，幸福感更强

美国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

发现，每周至少在家吃饭 6 次的人，不仅

身体更健康，对生活的幸福感也更强。

《中国大城市白领回家吃饭情况调研》指

出，深圳白领在外吃饭比例达 42.4%，位

居榜首。以晚餐为例，49.7%在家吃饭的

人开销低于20元，40%在外就餐者开销达

50~100元/餐。 @生命时报

近日，网上关于民法典没有规定“女婿

（儿媳）有赡养岳父母（公婆）的义务”这一话

题引发了热议。民间有“一个女婿半个儿”

的说法，男女双方缔结婚姻之后就成了一家

人，两方的家庭都会把儿媳和女婿纳入自己

家庭中的一员。法律这样规定，会不会让

“亲家”生分了呢？（3月31日《网易新闻》）

没有“法律名分”，没有“法律强制”，

并非提倡“女婿不养老”“儿媳不养老”。民

法典也提到了“对于承担养老责任的女婿

儿媳继承权”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从法

律的角度是鼓励“女婿养老”“儿媳养老”

的，只是没有强制。之所以出现了“女婿可

以不养老”“儿媳可以不养老”，是对法律的

误读和误解。

其实，从传统观念来看，本质上“儿媳

养老”早就是“约定俗成”的事了，没有几个

人会认为“儿媳不养老”是天经地义的。

倒是需要关注“女婿不养老”“女儿不养

老”的世俗观念。“女婿不养老”“女儿不养

老”在民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

参与了赡养老人反而会被推向“道德制高

点”，认为他们是重情重义的好人。我们必

须在全社会形成“养儿防老”和“养女防老”

相同的价值观，儿女都是一样的。

对于“女婿可以不养老”需要辩证地

看。有人担心，法律没有将“女婿养老”写

进法条，是不是会给“女儿养老”带来障

碍。比如，一些女性在家里是“全职太太”，

或者“收入比丈夫少”，在“女儿养老”时会

出现资金困难！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婚姻法》里有“婚内财产”的法条，“婚内

财产”不管来源是什么，都属于夫妻共同拥

有，这并不会成为“女儿养老”的问题。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在全社会真

正形成“一个女婿半个儿”的亲情观，甚至

形成“一个女婿整个儿”的亲情观，爱对方

就要“赡养对方的父母”！“女婿养老”，法

理上虽然没有义务，但是情理上必须担

当！而且，在越来越文明的社会，即便法律

上没有规定，现实中也不会出现多少薄情

寡义的事情了。

宗庆后：做生意还是靠天赋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 ：做生意

还是靠天赋，学历高不一定能做好生意，

比尔·盖茨也没读完大学，李嘉诚高中毕

业，大老板里没有特别高学历的，博士之

类的很少。他们都是看准了就干，不会思

前想后、考虑太多。 @电商报

不能靠“迷惘”考证获得职场安全感
■ 杨玉龙

随着就业压力逐年增加，为提高竞争

力，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不少年轻人热衷考

证，甚至什么证书“含金量”高就考什么。盲

目考证，并不能给人带来未来的安全感，往往

是“后路”越铺越多，对“前路”却越来越迷

茫。职场生涯中，最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务实

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选择，有针对性地提升实

际工作能力。（3月31日《工人日报》）

考证切忌盲目性。虽说证书仍是很

多企业招聘的门槛，很多时候会和工资水

平直接挂钩，但考证缺乏针对性，不仅得

不 到 企 业 的 认 可 ，更 可 能 使 自 身 浪 费 精

力。专家就建议，多学没毛病，但要有主

攻方向，比如数控专业的学生可以辅助考

一些编程软件、制图软件等。毕竟，借助

考证有针对性地提升实际工作能力，才能

助力职场发展。

面对考证热现象也需要相关部门给予

正确引导。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职业资格考

试过多过滥问题，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

了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取

消了多项职业资格许可和

认定事项。这就可以对考

证热进行纠偏。同时，高

校也可以做好相关知识普

及，以防范学生因“迷惘”

考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用人单位也需

要摒弃“证书迷信”。 用人

单位应认识到，若想招到

优秀的求职者，就不应过

分强调文凭、职业证书、获

奖证书等，真正指标应该

是用实践进行检验。同

时，用人单位不仅应该为员工缔造宽松的工

作环境，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尽量减少

员工的“本领恐慌”，这也有助于消减考证热。

终归来讲，职场安全感不能靠“迷惘”考

证来获得。更何况，如同专家表示，盲目考

证，并不能给人带来未来的安全感，往往是

“后路”越铺越多，对“前路”却越来越迷茫。

于此，于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务

实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选择，而不是不择目的

的人考亦考。与其如此，不如将精力用在本

职工作上，而且考证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兴趣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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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当由规定成为共识
■ 宋鹏伟

近日，网友肖女士爆

料称，她在四川成都一家

火锅店就餐时，因制止邻

桌顾客在店内抽烟，被后

者言语侮辱，甚至向其泼

“火锅油”。涉事火锅店回

应称，此前餐厅确实未禁

止抽烟，“这是我们的责任”，目前店内已禁止

抽烟。涉事餐饮公司表示，门店违反禁烟规

定，罚款 5 万元，若再发生类似事件，则取消

其加盟资格。（3月30日澎湃新闻）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不仅是文明常

识，也有明文规定。2011年3月，卫生部公布修

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

新增加了“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遗

憾的是，十年后，这样的规定在很多地方还停留

在纸上，“不禁烟”的饭店甚至是多数。正因如

此，当有其他食客站出来制止时，这名抽烟者才

会感到不习惯、不适应和不舒服，更不必说肖女

士当时还拿着手机拍摄，让抽烟者感到自己才

是被无理由冒犯到的那个人。

几乎所有饭店都能抽烟、从来抽烟都没

事、别人抽烟你不管……这名抽烟者之所以

没有第一时间羞愧地掐灭烟，甚至还义正辞

严、理直气壮，不得不说与整个控烟环境有很

大关系，即“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没有成为全

民整体共识，以至于伤害他人健康的人不以

为然，反倒觉得制止的人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公民固然有权利提醒他人不要在公共

场所吸烟，但这样做会导致自身风险升高，也

是不争的事实。有了法规，无人去落实，经营

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愿干涉食客，这就

使得禁烟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公民相互监

督，自然是谁也不服谁，极容易发生冲突。

想要让肖女士们不再感到孤单与无力，

就需要法律和监管部门站在身后，为他们撑

腰。若条例升级为法律，倘有关部门能像治理

交通违法那样严惩不作为的商家，环境和风气

势必得到扭转，类似的冲突才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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