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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很多年轻人纷纷在社
交平台写下了自己的新年计划，“不
买年”就是颇具人气的关键词之一。

“不买年”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对
自己的消费行为作出限制，不买不需
要的东西，持续时间从一周到一年不
等。（据1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消费方式从“头脑发热的剁手”
转变成“人间清醒式下单”，从“买买
买”到“不买年”，这是可喜的转变，是
理性消费的开始，值得点赞。

买东西，显然不能为买而买，也
不必因为价格便宜而买，应该是为了
需求而买，那种狂欢式的购买在头脑
清醒之后，换来的往往是后悔。而一
些人为了购买到便宜货，更是货比多
家，不仅浪费了很多时间，买来的还
有可能是非必需的商品。从这个意义
上说，挑战“不买年”，让自己在购物
面前保持冷静的心态，是一种消费理
念的进步。

“不买年”不是决不购买，而是只
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这体现的是人
们消费态度的转变。这么做，不仅改
变了不理性的消费习惯，减轻了经济
压力，将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还可
以节约时间，用来提高自己。

对于一些习惯于“买买买”的年
轻人来说，挑战“不买年”并不容易。
首先，要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不陷
入冲动消费的泥潭之中，不会因为明
星推荐而购买，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
购买，不会因为价格便宜而购买，购
物的唯一需求是自己需要，要将购物
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其
次，要养成理性购物的分类与排列习
惯。对自己的购物要进行分类，要分
清楚重要性和次要性，比如，有网友
对现有的物品，按照衣、食、住、行、玩
分成 5 个大类，每个门类再详细地分
为必需品、调减数量品、非必需品等，
根据每天物品的购买与消耗，更新自

己的购物排列顺序。还有网友制定了
购物原则：是否特别喜欢，是否一定
要买，是否适合自己，思考使用率和
刚需性。再次，要养成反思和纠正不
理性消费行为的习惯。对于已形成的
注重享受购买过程的消费习惯，改正
起来并不容易，因此，需要不断反思
和纠正，日积月累，消费习惯也就会
有一定转变。

年轻人有更多重要的事需去完
成，比如提升工作水平，比如学习知
识本领，等等。如果总是陷入购物之
中，且为购物而购物，则是一种本末
倒置的生活态度，须力求戒之。

有必要指出的是，“不买年”倡导
的是有品味地买、高质量地买，需要
从物质消费带来的快乐，转移到精神
世界的满足。应该说，挑战“不买年”
有助于养成理性消费习惯，但挑战

“不买年”不是为了挑战而挑战，最终
的落脚点是养成理性消费习惯，这才
最重要的。

随着春节长假落幕，回老家过年
的朋友们陆续踏上返程。相信每个开
车回家的人，后备箱都装得满满当当，
有一种爱，叫“爸妈觉得后备箱还可以
塞”。不少网友都在社交平台晒起自己
的汽车后备箱。一些网友直呼后备箱
塞的东西比回家时带的还多。（据2月7
日《都市晨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唐代诗人孟郊
的这几句诗，写尽了子女即将远行时
父母的那份牵挂，以及子女与父母之
间浓浓的亲情，所以它才成了千古名
诗，被后人无数次引用。如今，当我们
结束春节假期离开家乡时，父母会通

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
爱，这种爱叫作“爸妈觉得后备箱还
可以塞”。

近些年每到春节假期结束时，微
信朋友圈都会掀起一波“晒后备箱大
赛”，来自天南地北的开车回家过年
的网友，纷纷“晒”出车辆后备箱中塞
满的各种家乡特产：有吃的，也有用
的；有给大人的，也有给孩子的。虽然
后备箱中的物品五花八门、各不相
同，但相同的是，几乎每一个汽车后
备箱，无论大小，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所以才有了“爸妈觉得后备箱还可以
塞”的说法。

客观而言，这些返程后备箱里的

物品，一方面未必昂贵值钱，很多都是
家乡寻常可见的东西，比如自家种的
萝卜、白菜等等；另一方面，身处网购
时代，即便我们远离家乡，大多数物品
在网上也都能买得到。但父母依然把
它们大包小包地往我们的汽车后备箱
里塞，而嘴上说着“够了够了不用塞了
的”的我们，则喜滋滋地通过微信朋友
圈将后备箱进行各种“晒”，因为父母
塞的和我们“晒”的，都不仅仅只是家
乡的各种特产，而是父母的爱，以及我
们感受到的爱。用最近流行一个词语

“双向奔赴”，来形容这样的亲情，极为
贴切。

作为一个修饰语，“双向奔赴”可以

被用在很多名词的前面，比如“双向奔
赴的爱情”“双向奔赴的责任”等等，而
子女返程时被塞满的汽车后备箱，折射
出的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亲情”。正如
有网友所说，自己返程时后备箱里塞的
东西，比自己回家时带的东西还多。现
在我们卸下这些送给父母的礼物，又塞
满了父母给我们的礼物，这不就是一种

“双向奔赴的亲情”吗？
过春节时，我们带着精挑细选的

礼物千里迢迢奔向父母；返程时，父
母又把我们的汽车后备箱结结实实
地塞满，这种“双向奔赴的亲情”最为
珍贵，是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一种
传承和弘扬。

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1
月 26 日，由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牵头，会同美团单车、哈啰单车、
青桔单车三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四
方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
制性公约（试行）》，对存在多次违规停
放共享单车等不文明行为的用户，将
实施联合限制措施。（据 1 月 27 日《北
京青年报》）

共享单车提高了公众的出行效
率，是低碳环保健康的出行方式，深
受公众喜欢。不过，随着共享单车数
量增多，乱停乱放问题日益突出，这
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行业粗
放发展，比如固定的借还车地点规划
数量不够、位置不合理，需要改进；二
是部分用户缺乏公共责任意识，没有
按规定把车辆有序停在固定借还点，

而是图方便随意停放，比如直接停放
在公交站、地铁口、绿化带、人行道和
草丛中，更有甚者，直接占用机动车
停车位。

乱象背后，实际上是“使用自由”
和“游戏规则”之间发生了冲突。一方
面，用户拥有高度的使用自由，可以享
受低价共享所带来的便捷；另一方面，
使用规则本身的限制力度可能不够，
约束力偏弱，导致一些用户使用失序。
一些用户之所以违规停放或乱停乱放
共享单车，并非不知此举对公共秩序
带来的影响，而是因为该行为几乎不
会承担相应成本，付出相应代价，从而
任性而为。

对不文明行为要给予相应惩罚，
才能让人心存敬畏。共享单车用户使
用完后，及时归还到固定借还点，这是
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文明素养的体现。

如果用户无视规则而多次乱停乱放，
既会增加投放企业的管理难度，又会
扰乱市容市貌。在此情况下，对用户采
取限制使用的措施，实质上就是将其
纳入使用“黑名单”，此举既符合道德
惩戒的题中之义，也符合依法治理的
基本原则，既可行也必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的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早就明确，共享
单车管理方没有做到规范管理会受到
相应处罚。共享单车投放企业通过制
定和执行使用规则，督促用户遵守规
则并规范借还行为，避免出现乱停乱
放现象的发生，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
需要，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多次
违规停放用户被限制使用，是一种必
要惩戒，以此为手段促进文明习惯的
养成和文明素养的提升，是包括企业
在内的多方主体的共同责任。

“妈妈，没喝完的矿泉水瓶不要
丢进垃圾桶。”2月6日中午，宁波市民
姜女士和家人在江北达人村游玩，正
当她准备把矿泉水瓶扔掉时，一旁的
女儿提醒她，没有喝完的水可以倒进
储水桶，用来灌溉景区的植物。设立
储水桶收集半瓶水，是宁波市达人村
景区响应“光瓶行动”推出的一项创
新之举。达人村景区相关负责人说，
景区日常的种植、养殖项目正好需要
水，游客没有喝完的水正好可以二次
利用。（据2月7日《宁波日报》）

将只喝了一半的矿泉水丢弃在垃
圾桶，是一种水资源浪费。如何避免

“半瓶水”浪费？宁波这个景区的做法，
十分具有现实意义。景区需要灌溉植
物，设置了储水桶之后，引导人们将喝
不完的水倾倒在储水桶里用来浇灌，
让喝不完的水物尽其用，避免浪费。

为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理念，目前一些地方的机关事业单
位也在积极倡导“光瓶行动”，引导公
众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比如让前
来开会、办事的人带走“半瓶水”。但
带走“半瓶水”，未必真正做到喝完

“半瓶水”，有时候被带走的“半瓶水”
不过是换个地方被丢弃，因此，在街
头和景区设置储水桶收集喝不完的
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建议，
不妨让这种储水桶成为标配，在景区
或街头进行统一设置，引导公众将喝
不完的水倒进储水桶，而不是丢进垃
圾桶，这样就可以将喝不完的水进行
有效利用。

当然，倡导“光瓶行动”，还需要
从其他方面着手。比如，引导生产企
业生产“小瓶水”；又如，引导市民合
理购买矿泉水，一家人外出时，不妨
携带水杯出行，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
的“半瓶水”浪费。

总之，宁波推出的“设置储水桶
收集半瓶水”是个好做法，是对节约
水资源的有效倡导，既用创新设施搞
好了便民服务，又为喝不完的水找到
了利用途径，还可让公众养成珍惜水
资源的意识，可谓一举多得。

各地不妨多设计一些好看又实
用的储水桶，将其作为一种公共设
施，让其走进景区、走上街头，更好地
服务城市生活。

过年期间，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
收到压岁钱，能光明正大地拥有自己
的“小金库”。不过，很多孩子会被父
母要求上交压岁钱。那么，压岁钱的
所有权到底属于家长还是孩子？父母
对压岁钱有没有支配权？四川省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王敏法官表示，压
岁钱的所有权属于孩子。（据 2 月 4 日
中新网）

每到春节，孩子们的压岁钱都会
引发不少争议。父母的理念和态度
直接影响着压岁钱的管理支配性质
和方向。有些父母认为孩子还小，由
父母管理支配压岁钱理所当然，于
是 ，孩 子 的 压 岁 钱 被 充 了 家 庭 的

“公”，“爸妈替你保管”变成“爸妈替
你花”；有些父母则任由孩子管理支
配压岁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有些
父母按比例分配压岁钱，把部分压

岁钱“收缴”，部分压岁钱留给孩子
自由支配；有些父母会指导孩子制
定压岁钱管理使用计划，利用压岁
钱进行理财、慈善、消费等活动……
总之，不少父母在处理孩子的压岁钱
时“跟着感觉走”。

其实，在讨论压岁钱的所有权、支
配权等问题时，得算一算“法律账”。

正如王敏法官所说，民事权利能力
与年龄无关，民事行为能力才与年龄
有关系。未成年人都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都有获得财产的权利。长辈给压岁
钱就是一种财产赠与，无论是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独立接受赠与，还是
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
代为接受赠与，接受赠与的行为都具
有法律效力，且未成年人拥有压岁钱
的所有权。但未成年人分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

此相对应，对压岁钱的管理使用权的
分配，也应该适用不同的法律尺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
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
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实施或同意、追认其他民
事法律行为。据此，八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的压岁钱，可由父母等监护人代
为管理和支配；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
的压岁钱，则可由父母适度管理和支
配，并应保障未成年人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支配权、消费权，但如果
未成年人支配或消费的额度较大，应
由父母代理实施，或由父母以同意或
追认的方式把关。

还需强调，父母对孩子压岁钱的管

理支配不等于占为己有，不等于随便
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监
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
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
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
财产。严格而论，父母管理支配孩子的
压岁钱只能以维护孩子的利益为目
的，不能用于满足个人利益需求或其
他利益需求，不能单纯用于个人消费
支出。如果父母背离了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处置财产的原则，把孩子的压岁
钱用于与孩子的利益无关的其他用
途，就构成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犯。

父母等监护人应该增强法律意
识和责任意识，认清压岁钱的权属性
质以及管理支配压岁钱的边界，帮助
孩子管理使用好压岁钱，树立健康的
理财观、消费观，维护好孩子的压岁
钱权益。

时隔 11 天，14 岁女孩刘小蕊（化
名）回想起落水的惊险遭遇，依然十
分后怕。1月16日下午，刘小蕊和朋友
一起去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麒麟广
场附近的江边玩耍，在散步时不慎跌
落长江。眼看就要沉入水底，她在几
秒钟内迅速将棉衣脱下来抱在怀中，
并努力平躺在水面等待救援。消防救
援人员赶来后，及时将她从水中救
起。这段视频发布到网上后，网友直
呼这是“教科书级别的自救”。（据1月
30日《华西都市报》）

其实，刘小蕊“教科书式自救”的
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于她
平时对防溺水知识的积累，关键时刻
能够“学以致用”。近年来，类似“教科
书式自救”事例越来越多：2019 年 6
月，浙江温州两名8岁小朋友被困在小
区电梯里，他们没有慌张，而是镇定自
若地把每层楼的电梯按钮都按亮，并
且打电话报警求助，在被困27分钟后
脱险；2020年7月，江西余姚11岁小朋
友成思亿家中起火，大人不在，他用

“弯腰低姿摸墙捂口鼻”的方式，带领
弟弟和妹妹顺利逃出火场，被网友赞
为“教科书式逃离火场”……

事后，有人问及上述孩子为什么
在危险来临时，能够镇定从容、冷静
应对，做出“教科书式自救”，孩子们
一致表示，曾学过自救知识，有的还
进行过模拟演练。

有关专家指出，通过安全教育和
预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有
80%以上的意外伤害事故可以避免。
1996 年起，我国确定每年 3 月最后一
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
育日”。在此背景下，许多学校把普及
各种安全常识、自救知识作为必修课
来开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
应当根据需要，制定应对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
和意外伤害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
定期进行必要的演练。“教科书式自
救”是安全教育的典范。政府、社会、
学校应以这些典型事例为样本，高度
重视安全教育，扎实搞好应急演练；
家长也应在日常生活中教授孩子一
些安全常识，增强孩子的自我保护意
识，这样才能让更多孩子掌握自救的
技能。

返程的后备箱装满“双向奔赴的亲情”
苑广阔

春节，是一场情感与情怀汇聚融合的旅途，旅途的那一端，是家，是父母，是亲人。春节期间的一场场欢聚，为我们注
入奋斗的信心，让我们有了前行的动力，并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朱慧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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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的压岁钱算算“法律账”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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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更多孩子学会“教科书式自救”
付彪

“设置储水桶收集半瓶水”可成标配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