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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 昝林森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提到家庭，你会想到什么？
是温暖，还是港湾？一直以来，

“家”都是幸福和美好的代名词。
所谓家和万事兴。作为社

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睦被
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可是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
家，慢慢发生了变化。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2020年，全国法院一审民商事
案件1330.6万件。合同类案件
894.2万件，其中借款合同纠纷在
一审民商事案件中排名第一，紧
随其后的，便是婚姻家庭继承纠
纷，有165万件，占比12.4%。

“家庭既维系人类延续，也
满足个体需求。人类社会的生
息与传承，都落脚于家庭。”在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龙翔向记者表示，
应该正视家庭发展处于压力增
加和能力下降的问题。

家庭功能弱化
产生的负面心理影响不容忽视

“原生家庭”这个说法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火了。一句“不

幸的人用一生在治愈童年”引
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带
着原生家庭的痕迹，而它对个体
日后的影响会达到何种程度则
因人而异。但事实证明，在不健
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年以
后面对的心理问题也会越多。

“我在旁人眼中是个‘出类
拔萃’的人，从小到大各种奖励
不断，名校毕业，还有份薪资不
错的工作。”小青（化名）已步入
而立之年，但尚未成婚，分析起
自己优秀却被“剩下”的原因，
小青认为，自己对于亲密关系
的恐惧占了很大比重。

平日里，小青独来独往，偶
尔的谈笑风生在她看来也只是

“被迫营业”。
“家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

港湾。自我依靠惯了，我觉得
没必要和另外一个人一起生
活。”小青对记者坦言，“我的性
格很不好，没有人会爱真实的
我。我知道家庭不和睦对孩子
的伤害有多大，我暂时还没有
能力和信心去给下一代一个温
暖的家。所以，就单着吧。”

眼下，结婚率创新低、离婚
率逐年攀升的背后，正是人们对
于家庭望而却步的真实写照，由

此带来的社会风险不言而喻。
在微博上，一条获赞无数

的评论折射了当代年轻人对婚
姻和家庭的认知：“懒得结婚，
因为要处理家庭各类琐碎的事
务，要带孩子、养孩子，而且在

‘家丑不外扬’的文化下，很多
时候会有苦说不出，想想就觉
得日子好黑暗。”

家庭成员缺乏舍己付出和
利他精神

长期对家庭婚姻进行研究
的心理咨询师王新发现，这几
年来找她咨询的人越来越趋于
年轻化。而这背后，她认为不
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家变
了味儿？王新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缺乏对自己和另一半
的客观理性认知，以及缺乏舍
己付出和利他精神，是多数家
庭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在咨询过程中，王新发现，
许多人都以完美主义的眼光去
评判另一半和其家人，对他人
的缺点缺乏包容与接纳。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双
方都太自我，不会‘好好说话’，
往往是用暴力语言互相伤害，

给彼此心里留下创伤。”王新表
示，如果当时的家庭矛盾没有
得到妥善化解，日积月累最终
会一发不可收拾。

王新还在研究中注意到，
目前家庭与职场出现二分情
况，互不兼容存在很大隐患。

“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
烈，各种压力增加，生活节奏
不断加快，凡事追求效率和速
度，年轻夫妇遇到家庭矛盾和
问题，缺乏耐心，放弃通过不
断磨合去处理矛盾、化解冲突，
而是采用离婚的方式去回避问
题。”王新说。

王新认为，目前各类教育
注重人的社会属性的塑造，学
校教育重在培养人的知识技
能，但淡化了人的个体属性，淡
化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为
此，她建议，加强对学生的人生
观、价值观、婚姻观教育，并贯
穿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伦·
霍尼在她所著的《婚姻心理学》
一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每个
人的婚姻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坎坷和变
化，才为幸福婚姻的发展提供
了无限的潜力。

“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会不断变化的；理解并
尊重男女思维差异，学会换位
思考的同时也要接纳自我，不
要假扮某种角色；要有效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最重要的
是学会宽恕以及和解。”卡伦·
霍尼在书中写道。

建议完善政策供给，
设立“家庭发展委员会”

“家庭发展面临一系列困
境和问题，由此引发的风险与挑
战，政府和社会各界理应积极应
对。”在实践中，龙翔基于自己的
社会角色进行了深入思考。他
认为，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家庭
根本利益为宗旨，专门负责家庭
支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府机
构，例如“家庭发展委员会”。

记者了解到，目前推动家
庭发展的职能分散在民政、卫
健、人社以及妇联、团委等不同
的部门和组织之中。

“相关政策呈现分散化和
碎片化的特征，导致对家庭发
展的支持缺乏整体性和协同
性。应设立专门的机构专职引
导、支持和干预家庭事务。”龙
翔如是指出。

在此基础上，龙翔还认为，
应该将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
编制实施家庭发展专项规划。
此外，他还提到了完善政策供
给、重塑制度体系的重要性。

龙翔指出，一方面要强化
顶层设计。以家庭整体作为对
象，着眼建立一个集独立性、完
整性于一体的“家庭友好型”社
会政策支持体系，对家庭发展
支持政策的制度目标、价值理
念、基本原则、家庭发展权的主
体、家庭发展的政府责任、社会
责任和家庭自身责任、支持家
庭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救
济途径和相关责任等方面进行
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形成家庭
发展支持政策制度的总纲。

“要抓好梳理整合。对现
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全面梳
理，着力解决相关政策缺少联
系、相互矛盾和自相矛盾的问
题，并以家庭的视角进行重塑
修订。”龙翔说。

““家庭友好型家庭友好型””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

■侠 克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龄

化进程将明显加快。“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特别是以专

栏形式，提出特殊困难家庭适

老化改造、养老机构服务提升、

普惠托育服务扩容等五大服务

项目，旨在完善以“一老一小”

为重点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上有老下有小是绝大多数

家庭面对的责任，怎么解决好

家政服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儿童入园难、普惠养老机构紧

缺、失能老人护理压力大、居家

养老服务网络不完善等一系列

现实问题，不仅关乎个体家庭

幸福和睦，更是涉及国家利益

和民生福祉的社会性问题。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

加深，未富先老、未备先老逐渐

成为对全生命周期美好生活向

往的难题。对此，全社会要积

极应对，从大力发展普惠性养

老机构、构建社区居家养老网

络、强化对特困老人兜底保障

等各个方面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同时，摸底、盘活现有及可

转化的养老资源，提高老年人

健康素养，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努力在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同

时，争取让老年人成为持续创

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

“银发力量”。

当前，不论是养老，还是托

育，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矛

盾和失衡。托育服务既要解

决“托育难”，也要防止“托育

贵”，才能充分体现普惠性。

学前教育对人生轨迹有着重

要影响，实现幼有所育，不仅关

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关

系党和国家的未来。要积极调

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拿

下这块短板，让孩子们能入园、

入好园。

“一老一小”问题是阶段

性、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目

前，养老和托育市场潜在需求

巨大，但短期回报率普遍较

低。对此，要勇于打破壁垒、创

新模式，探索互联网、大数据及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其中的

深度应用，努力让这两个市场

发展得快、发展得好，把“普惠”

二字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变

成“一老一小”的福利。

照顾好照顾好““一老一小一老一小””是篇大文章是篇大文章

浙江金华：居家养老，
快递公益送餐到家门

3月11日，浙江省金华市浦
江县浦阳街道一幢民宅前，快
递小哥陈冬冬把保温饭盒义务
送到高龄老人家门口。据了解，
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为方便
给高龄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
金华市浦江县浦阳街道宣和社
区联合快递公司率先在全国推
行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快递
公益送餐服务。按照物流半径
划分服务范围，快递小哥每天免
费给高龄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送
餐。至今，快递公益送餐服务
已覆盖全街道15个社区（村），
服务惠及老人 12 万人次，配送
也由午饭扩展至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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