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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滨湖新区彭杜乡侯店村，有一个从
四川“飞”来的孝顺儿子——李维洪，30
多年来，他义务赡养孤身老人李书勤，并
为其养老送终。他还坚持为村里人义务服
务，无怨无悔。他见难相助，助人为乐，
服务社会……是乡亲们眼里公认的好人。

26年如一日孝顺孤身老人
李维洪，1963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

县桐坪镇群英村，原名李永红，来到衡水侯店
村后，因与一位老人结缘，改名为李维洪。

李维洪的老家在山区，全家 11 口
人，他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上边
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弟弟两个妹
妹，家里生活条件特别困难，父母五六十
岁相继去世。1979年，为了养家糊口，刚
刚16岁的他就离开老家，外出打工。他将
父亲在世时说的话牢牢记在心底，并默默
践行——“不管走到哪里，不坑人，不害
人，做好事，做好人！”1986年，23岁的
他辗转来到了衡水吴杜村砖厂打工。

侯店村和吴杜村紧挨着，工友中有侯
店村的，闲暇时他就跟着工友一起到村里
玩，渐渐认识了村里的一些人，其中就有
李书勤老人，言谈中俩人很是投缘。当时
的李书勤，由于家里穷，50多岁了还没娶
上媳妇，孤身一人，住着两间破房。一
次，李维洪来家里找他玩，一番交谈后，
李书勤喃喃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你说我
这把年纪了，就一个人，老了走不动了，
可怎么办呢？”看着老人一脸愁云，李维洪
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思索了几个晚上，
经过和老家兄弟姐妹商量后，很快搬进了
侯店村，闲暇时就去看望、陪伴李书勤。
1989年初，李维洪在工余时间去看望李书
勤，发现他生病了，身边连个端茶送水的
人都没有，很是心疼，马上为他请来医
生，又烧水、做饭、喂药，比亲儿子照顾
得还细致，李书勤深受感动，嘱咐他以后
多来家里。父亲“做好事、做好人”的嘱
托又一次在李维洪耳旁响起，经过深入交
谈，他决定担负起照顾这位孤苦老人的重
任。通过一位工友介绍，两人达成共识，
并签订了协议：李维洪为李书勤养老送
终，按照辈分改名，从此俩人以父子相称。

李维洪的媳妇闻讯，带着身孕从四川
赶来，并于 1991年生下一个女孩，取名
李建霞。从此，一家四口相依相伴，李书

勤清冷的屋子里也终于有了家的味道。
李维洪平日里在外面打工，回来照顾

李书勤的生活，并给他零花钱。提及这
事，李维洪笑笑说：“一般就是每月给他
几十块、上百块的，可老人很知足。”那
时候，侯店村村民每人一亩多农田，李维
洪全家分到了将近8亩，每年种小麦、玉
米，农闲他就外出打工，小日子虽不是多
么富足，却也有滋有味、安定幸福。

可生活总不是那么遂人心愿。1998
年，李维洪到山东做买卖，赔了 10多万
元。媳妇接受不了，一气之下抛下年幼的
女儿回了四川，后来又改了嫁。好在当时
李书勤身体状况还不错，在家帮忙照看孙
女、接送上下学。李维洪回到村里种地，
农闲时就在附近打工，日子也还过得去。

但是，家里没了女人，生活没人打
理，日子一久，祖孙仨的生活成了一团乱
麻。加之李书勤年事渐高，脾气也变得越来
越暴躁，不值当的事儿也冲李维洪发火，有
时破口大骂，有时还拳脚相加，但李维洪从
不抱怨，而是更加细心地照顾他。2005年
春节，李维洪的表弟来他家过年，这下又惹
得老人不高兴，把李维洪骂了一顿，还撵他
走，李维洪依旧默默承受。他说：“老人骂
我我就听着，不急不恼，他打我我也不还
手，有时候气得我偷偷哭。但这事又不好跟
别人说，只好自己忍着。毕竟他是老人，啥
事都得顺着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农
村一片欣欣向荣，家家户户忙着盖新房。
可李维洪和李书勤住的还是 1967年盖的
简易房，时间久了，一下雨屋顶就漏水，
下大雨时还得从屋里往外淘水。爷儿俩何
尝不愿住新房呢？可是手里没有多余的
钱，拿什么来盖！看着老人渴望的目光，
李维洪拼了命地在外面打工挣钱。2012
年，他终于用自己的血汗钱，盖起了3间
半大瓦房，还圈起了一个院，建房过程
中，防水自己做、门窗自己做，前后花了
11万多元。搬进亮堂堂的新家，老人扬眉
吐气，高兴极了，逢人就说：“俺这个

‘飞’来的儿子盖上了新房，就是搭上了
永久的窝，以后也不会‘飞’走了！”

2014年，83岁的李书勤患病住进了
医院，被诊断为下呼吸道感染，加之心脏
也不好，瘫痪在床六七个月。李维洪一直

守在身边精心照料，端屎端尿，喂水喂药
喂饭，从不嫌脏嫌烦。2015年，老人安然
离世，李维洪为他送终，哭得像个泪人。
从1989年迈进这个家，李维洪26年如一
日，就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给予照顾，与
老人相亲相伴。

李维洪说：“做儿子的就要有做儿子
的样儿，要孝顺。孝就是尽心奉养父母，
顺就是顺从父母的意志。孝和顺是连在一
起的。”孝顺，李维洪做到了，而且做得
很好。

“好事做了一箩筐”
老人走了，勾起了李维洪的思乡情。

他说，现在他的四川老家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山区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都
建设得很好，兄弟姐妹的生活也比他过得
富足，都住上了新房，家家电器化，都有
小轿车，大哥大姐家每家有 3辆小轿车。
可是，问及他是不是有回四川的打算，他
坚定地摇了摇头：“侯店村就是我的家，
我对这里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跟村里
人已经融合在一起。”

是的，李维洪把侯店村当成了自己的
家，村里人也不把他当外人，平常村里谁
家有事都喊上他商量。人们都说，他做人
做得好，可交，都愿意跟他共事。他为村
里人服务不怕苦、不怕累，实实在在、任
劳任怨，主动干又脏又累、别人不愿干的
活儿。听说谁家老人生病了，他赶忙买上
慰问品去看望，跑前忙后，需要请医拿药
也绝不推辞。村里农户办红白事，常常要
招待100多甚至200多名亲友、乡亲的饭
食，刷盘子刷碗是一项很繁重的劳动，李
维洪从来都是主动承担这项任务。这些年
来，李维洪累计为村里100多户人家红白
事帮忙出力，炒菜做饭、刷锅刷碗搞服
务，从无怨言；谁家修房盖屋，他也主动
去帮忙，搅拌水泥、搬运砖瓦，从不喊
累，而且每次都是义务劳动，分文不取。
人们夸他，四川“飞”来的儿子，是全村
出了名的大好人。

每次走在路上，李维洪从不只顾低头
走路，而是“眼观六路”，找寻需要帮助
的人和事，并及时伸出援手，这已成为他
的一种“习惯”。

前几天，他发现有几个年轻人喝酒后
抖威风，把四五个啤酒瓶摔在公路上，玻

璃碴子碎了一地，汽车、电车来回穿梭，
一旦轧上就可能会被扎破车胎。李维洪赶
紧找来笤帚、簸箕，把玻璃碴子扫掉，倒
进垃圾箱。

像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在市区人民路
上，一名残疾人正过马路，车流密集，很
是危险，李维洪发现后赶忙上前给予帮
助，临别还塞给他20元钱；一位老人骑三
轮拉着货上坡，李维洪看见后忙跳下电车
帮助推车；几个年轻女孩在公交车亭喝饮
料，上车时随手把空瓶丢在地上，李维洪
上前捡起，放进了垃圾箱；有一次去德州
旅行，他主动帮车上一位老人提包，下车
了，老人却不见了，他就抱着提包在那里
等，直到老人的儿子找来还给了人家。原
来，老人下车后把提包忘了，回到家才想
起来。老人的儿子一再感谢，并请他吃
饭，被他婉言谢绝了。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李维洪。2008
年汶川地震，他主动捐款200元；去年河
南郑州水灾，他捐款200元……乡亲们都
说，李维洪“好事做了一箩筐”！

女儿接过“孝”的接力棒
李建霞小时候，李维洪就教育女儿，

做老实人、好人、孝顺人。女儿是个聪明
懂事的孩子，从小就学着做家务，十几岁
时，每次放学回家，都给爷爷和爸爸做
饭、盛饭、洗衣服。后来，李建霞考上了
山西财经大学，在学校里，和同学团结互
助，尊敬老师，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考
上了北京外语学院研究生。

受父亲熏陶，今年32岁的李建霞也从
心里把衡水当成了自己的家。研究生毕业
后就回到衡水，不久前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准备在衡水工作、安家。值得一提的是，走
向社会后，她牢记“父训”，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为需要帮助的人送温暖，关爱困难老
人。李维洪现在一家企业当门卫，有时候也
带人做房屋防水，这些年，他用自己打工的
收入，供女儿上大学、读研究生，培养出了
一名优秀的衡水好青年。

李维洪说，女儿没给他丢脸，她懂得
感恩、为他人着想，树立了与人为善、爱
岗敬业的价值观。李建霞也表示，要接过
父亲“孝”的接力棒，孝顺父亲，好好为
人民服务，当好孝道的新一代传人。

（张东振）

从四川“飞”来衡水的孝顺儿子
——记滨湖新区侯店村村民李维洪

近日，针对公众关心的妇女、生
育、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陆杰华教授。其
间，在谈及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
陆杰华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
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
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
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
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
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陆杰华的这番发
言，颇具洞见地指出了家庭事务这个

“被遮蔽的领域”对性别平等事业的重要
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不均
等地位，值得社会思考与讨论。

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就业，是性别平
权的重要一环。基于历史、社会层面的
多重原因，多数国家的妇女都曾普遍处
于“家庭主妇”或是“待字闺中”的状
态，曾经的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城乡女
性顺着社会变革的浪潮，进入传统上由
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站上了各行各业
的核心岗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

初步照进了现实。然而，中国女性虽然
普遍参与工作，阻碍女性在职场发展晋
升的“玻璃天花板”仍存在于不少行
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不鲜
见。在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

“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等传统积习，时
至今日依然影响甚广。

当女性告别“主妇”身份走向职
场，和男性同场竞技时，双方看似实现
了机会平等，其实却并未真的站在同一
条起跑线上。在家庭事务中，男女两性

“负重”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双方在职场
中的发展空间。

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都有自
己的工作要忙，但在带孩子、照顾老
人、洗衣做饭等事务中，妻子却不得不
承担更多责任，以此履行自己的“家庭
义务”。一名女性如果过度关注职场事
务，对家务有所怠慢，很容易被人指为

“不顾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男性
显然极少受到这样的审视与指责，甚至
反而会因为爱做家务，被人讥讽为“小
男人”“怕老婆”“家庭妇男”。这种社会

氛围，使得女性在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
就业时，很难拿出和男性同等的个人精
力。而在家庭内部，家务压力过度集中
于一方，也是导致夫妻关系失衡的潜在
矛盾源。

2021 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发布主要数据情况。调查显示：0-
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
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到
76.1%、67.5%和 63.6%；女性照料家庭成
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
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与此
同时，女性在休息日的平均休闲时间
（240 分钟） 也显著短于男性 （297 分
钟）。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
在这里投入的多了，在那里投入的就要
少，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公共领域实现
男女平等的目标，就必须把这一目标扩
展到家庭领域，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事
务、更多承担家务劳动责任。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著作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当代社会男
性从事生产劳动、女性负责家务劳动的

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和传
统父权制妥协的结果。这种僵硬的分工
忽略了男女两性的个体意志，也损害了
其自由发展的权利，不仅限制了女性走
向社会，同时也给男性套上了额外的道
德枷锁，客观来说对男女双方都构成了
不平等。从这个角度上看，今天我们主
张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同步推进两性
平等参与，也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解
放。

2016 年，一部名为 《逃避可耻但有
用》 的日剧热播。剧中由新垣结衣饰演
的女主角为男主角提供付费家务劳动，
组成“合约夫妻”的做法，虽然是文艺
作品的虚构，却向现实世界发出了“家
务劳动的价值应被重视”的提醒信号，
由此引发了大量讨论。家务劳动不是可
有可无的杂务，而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基
础工作。也只有看到家务劳动的价值，
正视家务劳动分配的重要性，我们才能
更全面地评估性别平等事业的推进程
度。

（摘自《人民网》）

女性上得职场 男性也要“下得厨房”

“要线下见面，先得刷个价
值1万元的‘一生一世’”……记
者调查发现,部分自称“快速脱
单”“互助脱单”App通过平台规
则“下套”，让交友过程异化为步
步“交钱”，不少用户成为被“收
割”对象，引发了大量涉嫌“诱导
消费”“情感欺诈”的纠纷。

“花10多万元没脱单，结
果面都没见到”

记者发现，多个运营模式
类似的“脱单”App在应用商店
上下载量巨大，有的下载量突
破 1亿次。然而，该类App在黑
猫投诉等投诉平台上遭到大量
网友投诉，有的多达 1600 多
起，涉及“虚假宣传”“诱导大量
充值”“情感欺诈”等。

——博眼球，恶俗广告横
行。记者发现，该类App大肆在
短视频平台上推广，演员扮作
交友成功的用户“现身说法”，
且语言恶俗、表演夸张。

——想交友，步步要充值。
“为了找对象，我在平台上花了
10多万元，还网贷了3万多元，
结果面都没见到。”来自江西农
村 50岁的刘先生因为丧偶，下
载了名为“来遇”的 App，希望
找个伴侣，结果人财两空。

记者在该类 App 中发现，
男用户视频通话单方花费可高
达每分钟数十元，语音通话花
费可高达每分钟数元。男用户
最高可一键发送价值数百万元
的礼物给女用户。

——要“奔现”？屏蔽联系
方式。来自浙江的蒋先生告诉
记者，他在“他趣”“来遇”等
App 上，希望和女用户交换微
信号、手机号，但无论输入字母
还是数字，或通过语音告知，平
台都会将相关内容屏蔽或中断
通话。

“聊天就能赚钱”，是交友
还是陷阱?

该类平台一方面诱导男性
用户步步充值，另一方面则通
过“聊天就可以赚钱”的宣传吸
引大量女性用户参与其中。

记者发现，不少平台通过
宣传“高额返现”“月入过万”，
吸引用户“拉人头”。根据相关
App 的奖励机制，若邀请的好
友每次进行充值提现，便可获
得其充值提现额度的8%到12%
作为奖励，并表示“上不封顶”。

但不少女性用户反映，这
类 App 存在“男方打赏无法提
现”“提现申请提交后未到账”

“账号未违规却被封禁”等“提
现难”问题。

记 者 询 问 了 多 个 该 类
App，人工客服均未向记者提
供细化的封禁标准和封禁时
长，给记者的回复仅为“涉及平
台内部规则，无法告知”“封禁
以审核部门审核为准，没有具
体标准”等。

记者注册了“来遇”App男
性用户账号，未与任何人聊天
和充值便向客服询问：“聊天的
异性对象账号被封，是否能退
还刷礼物用的积分？”该 App

“人工客服”“秒回”表示：积分
无法退回，“经相关部门核实，
对方账号存在违规行为，故对
其进行封号”。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所长刘俊海表示，用户在交友
平台遭受财产或人身损害时，
应积极主动保全相关证据，要
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若交
友平台利用平台优势，恶意侵
害用户合法权益，拒绝赔偿和
退还，用户决不能忍气吞声，应
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捍卫自己
的合法权益。(摘自《人民网》）

“交友”变“交钱”

这些“脱单”App暗藏陷阱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女士
在网上发布视频，称其丈夫多
次对她殴打，并提到作为全职
太太的她向丈夫要 500元生活
费也要打欠条。此事引发了不
少网友愤慨，有法律界人士建
议将经济控制行为纳入反家庭
暴力法，这值得倾听。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夫
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对
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
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
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
涉”。因此，当一方以生活费为

“武器”控制对方经济，夫妻之
间的平等关系已经失衡。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
话》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女主
梅湘南被有家暴倾向的丈夫安
嘉和限制了人身自由，当看管
她的吴妈推着梅湘南外出时，
梅湘南想买个杯子，吴妈却说
安医生不让你随便买东西。最
终，吴妈向安嘉和请示后才得
以购买，还是吴妈付的钱。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现实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也不少，“因
每花一分钱要向丈夫请示全职
太太愤而离婚”之类的新闻，时
常进入公众视野。但是，有律
师表示，虽然许多家暴案件都
伴有经济控制行为，但单独以
经济控制为理由获得司法保护
的并不多。

一方面在于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目前反家庭暴力法将家

庭暴力行为分为了身体侵害和
精神侵害两类，经济控制未被
纳入其中，这就导致在司法实
践中“师出无名”；另一方面，在
不少人的认知中仅将家庭暴力
简单理解为肢体暴力，使得经
济控制这种“隐性家暴”被忽
视，并得以长期持续。

随着观念水平的提升，反
对一切形式的家暴早已成为社
会共识，无论是拳脚相向的“显
性暴力”，还是精神控制、经济
控制的“隐性暴力”，都不应成
为“隐秘的角落”。因此，将经
济控制行为纳入反家庭暴力
法，完善相关法律，更有利于受
害者依法维权。

在我国，2008年最高人民
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写
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
理指南》中，也将家庭暴力分为
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
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近些年，
一些地方对此也做了有益探
索。有的省份明确规定，经济
控制侵害属于家暴，具体表现
为实施非正常经济控制、剥夺
财物等侵害行为。

夫妻的钱怎么花，是妻子
掌握“财政大权”，还是丈夫占
主导地位，可以由双方协商来
定，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平
等、尊重的原则，更不能凭借经
济优势而颐指气使、欺压对
方。杜绝经济控制等隐性家
暴，需要夫妻之间的自觉，更需
要法律的坚强后盾。 （中青）

经济控制的“隐性家暴”不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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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老年食
堂的银龄送餐志愿者给市陌二社区的高龄老人上
门配送午餐。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积极
推进社区老年食堂服务全覆盖，以街道22个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依托，为病残、孤
寡、独居老年人提供质优价廉、卫生安全、营养
可口的饭菜配送餐服务，守护“舌尖上”的幸福
晚年。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社区老年食堂守护幸福晚年

为保障母婴安全、提升孕产妇就医体验，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为孕产妇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的“管家式服
务”。图为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左）为孕妇解答问
题。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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