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3 月 28 日 《现代快报》 报
道，近日，江苏镇江扬中法院审结
了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案件
中，全职太太王某称生育子女后辞
去工作，一直在家照顾子女起居上
学，所有收入靠丈夫每月支付固定
生活费。最终经法院调解，双方自
愿离婚，丈夫自愿给付王某200万元
经济补偿。

近年来，不少关于夫妻离婚时
一方给付另一方家务劳动补偿的判
例进入公众视野。江苏这起案件因
为补偿金额较大，引发了不小的讨
论。表面看，家务劳动补偿只是根
据家庭收入情况等来算的一笔离婚
经济账，但实际上，这也是在向人
们传递法律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态

度，尊重不同家庭成员在婚姻中扮
演的角色，促进和谐健康的婚姻家
庭关系的构建。

在一些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务
活”不是什么大事儿，有人甚至认
为这是全职配偶理所应当的付出。
实际上，家务劳动具有法定求偿属
性。我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因
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
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
姻法中“只有夫妻婚内书面约定财
产 AA 制才可获得补偿”这一门槛，
即便是夫妻财产共同所有，承担家
务较多一方也可在离婚时请求家务
补偿。这种改变让家务劳动的价值
得到了更多关注，让“没有工作”
照顾家庭的一方被看见，也更有利
于维护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

时下，全国已有多地法院适用
民法典支持全职配偶的家务补偿诉

求，并且，一些法院在实践中更加
注重“未来性”补偿，从而助力其
尽快恢复生活和职业能力。因为，
全职顾家的一方可能因长年脱离职
场与社会环境而导致职业能力相对
落后、生存发展机会相对收窄等。
这也让我们看到，法律对婚姻的保
障越来越完善和人性化。

而除了离婚纠纷案件外，家务
劳动的价值在其他一些司法判决中
也得到了尊重和认可。比如，在一
些老人讨要“带孙费”的案件中，
有司法裁判认定老人有权就其带孙
行为主张必要费用和因此遭受的损
失。在北京的一起案例中，奶奶带
孙女遛弯时被撞伤，起诉主张赔偿
误工费，也获得了法院支持。

老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
对于“家务事”的概念认定，如今
已经有所不同。对一些“家务事”，
法律有没有说法、能不能管、怎么
管，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和相关司法

实践。比如，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
障法施行后，多地法院发出当地首
份《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促使当
事人依法申报、诚信诉讼，实现离
婚纠纷的公正高效化解。

司法裁判既回应社会现实，也
能影响社会观念。每一次类似案件
的出现，都能引发人们的热议，这
反映出随着社会发展、法律普及，
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不断变化，对
权利义务实质公平的期待不断增
加。一个个案例让具体的法律条文
走进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不仅是
在为弱者撑起权益维护之伞，守护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平等发展机会，
更有利于在全社会构建和谐稳定、
团结互助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期待更多典型案件带来的普法释
法，能够不断涵养法治社会中每个
人的公平正义观念，让法治文明照
亮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卢 越，载《工人日报》）

“支持家务劳动补偿”传递出的司法态度

奇葩招聘奇葩招聘
缘何屡禁不止缘何屡禁不止

近日，深圳一公司发布的招聘
启事，要求应聘者必须吃素，为的
是“从源头上保证都是气质命好的
同行者”。此事引发热议，有网友评
论：“吃素怎么就福气好了，科学还
是玄学？”

这家公司招聘的岗位是市场开
发、客户维护、合作项目对接，这
与吃不吃素有何关系？近年来，用
人单位各种奇葩招聘五花八门，不
仅扰乱就业市场，而且涉嫌就业歧
视。相关部门应该对用人单位加强
法律约束，打击奇葩招聘行为，确
保就业市场生态风清气正。
（孟亚生/文 勾 犇/绘，载《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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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交易迎来重大变化。3月
30 日，自然资源部、中国银保监会
印发 《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带押
过户”便民利企服务的通知》，对协
同做好不动产“带押过户”作出全
面部署。这意味着，此前15省份100
多地市开展的“带押过户”，将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传统的二手房交易过程，为
“先赎楼再过户”：卖方把房贷还
清，解除原有抵押，才能办理过户
手续，而后买方将房产再次抵押，
获得银行贷款。卖方还清房贷的方
式，往往是买方提前支付购房款垫
付，或者卖方自行筹措“过桥”资
金。前者于买方而言是风险，后者
于卖方而言是成本。“带押过户”，
可以通俗理解为用买方的银行贷款
来还卖方的银行贷款：卖方不需要
先归还原有房贷就可以完成过户登

记，买方可带抵押过户获取金融贷
款 （另有约定的除外） ——新模式
不仅是交易流程上的简化，更针对
性解决了传统二手房交易中筹集资
金难、转贷时间长、资金流转不安
全等痛点问题，便民利企，还有助
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当然，如果卖方“一房二卖”
导致房屋抵押权落空，或买方个人
信用不过关无法获得贷款等，都有
可能引发新的交易风险。此前试点
中，有的通过预告登记，提前锁定
交易，防止“一房二卖”，也有的提
出了“公证提存+免赎楼带押过户”
模式，保障资金安全。从根本上
看，新模式的便利和高效，源于不
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
防范交易风险漏洞，也有赖于不动
产登记机构、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业务协

同，实现登记、贷款、放款、还款
无缝衔接。如此，“一房二卖”等钻
信息共享空子、钻业务协同空子的
行为，才会被消灭于未萌。相关单
位深化协同，是兼顾新政安全性和
便利性的关键。

短期来看，“带押过户”是提振
消费的重要举措。新政能够提高二
手房市场的活跃度，“卖旧买新”还
能带动新房市场修复，从而更好发
挥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
用。两部门对“带押过户”的定位
是“当前加快推动经济运行稳步回
升的重要举措之一”，已然说明为何
在当下推广“带押过户”，以及对它
的期待。

根据相关报道，2022年8月，济
南首创二手房“带押过户”登记新
模式，随后多地开始探索。毋庸讳
言，新模式对交易流程限制性要求

较多，跨行“带押过户”等情形有
待进一步探索。两部门明确，各地
要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深入探
索，以点带面，以“三个拓展”全
面推进“带押过户”，而不是一下子
实现地域范围、金融机构、不动产
类型全覆盖，这一规划是比较谨慎
的，也是务实、可行的。

有人认为新政更多是“锦上添
花”，对刺激需求作用有限。“带押
过户”对楼市、对整个经济大盘影
响几何，还有待观察。但要看到，
二手房交易占比在越来越多城市不
断攀升，不少城市已经步入存量房
时代，二手房政策势必会跟随新形
势不断细化完善。“带押过户”从地
方性政策走向全国，且逐步成为一
项“常态化开展”的服务，是大势
所趋。

（维 辰，载《南方日报》）

“带押过户”不仅是短期举措

最近，“村”的活动频频出圈。
一个一千多人的小山村，靠着自发组织的“村

BA”篮球赛，吸引两万多人现场观赛，全网播放量
数十亿。一场场叫“村晚”却不是“春晚”的民间
演艺活动，唱响四季欢歌，从地方走向全国。“村”
的魅力，从何而来？

“村BA”“村晚”爆火，离不开一个“村”字。
活动虽小、但常做常新，主题简单、却浸润人心。

“村”的活动，植根于乡村，发端于心间，有原始的
文化展示、真挚的情感表露、深厚的文化传承。

质朴，带着泥土气。球员无大牌、场馆全露
天、解说带乡音、奖品土特产、助威靠盆钵，虽然

“村BA”风头直逼CBA，但“土味”无处不在，因
为这就是一个村级比赛、一项当地人茶余饭后的休
闲活动。但恰恰是这种平凡的生活、草根性的运
动，唤起人们对乡土的牵挂和向往。费用自筹、村
民自导、家家出力、人人主角，“村晚”以接地气的
方式、鲜活生动的语言，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乡亲，
潜移默化影响着村民的生活方式。

纯粹，远离功利化。农村变美了、村民变富
了，但不知不觉中，人际关系淡漠了、互动交往少
了，赌博等歪风邪气冒出来了，曾经倾村出动、搭
台看戏的快乐不复存在了。相比职业联赛的商业
化，“村BA”没有金钱利益的驱使，只有热爱运动
的激情、心潮澎湃的共鸣。人气爆棚，无非热爱。
在“村晚”舞台上，表演的是邻里乡亲，说的是乡
音，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情，凝聚的是人心。在
这里，不仅能感受到田园的生机活力，也找回了久
违的乡村野趣。

赓续，沉淀出“村味”。火爆出圈，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日积月累。贵州台盘村篮球运动基础深
厚，“村 BA”由“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发展而
来，这是村级比赛打出“世界水平”的底气所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81年全国第一台“村晚”在
浙江丽水月山村上演，比央视春晚还早两年。从白
发老人到垂髫幼童，一代又一代村民身体力行投入文体活动，继承
着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着简单的快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热爱
的种子发芽生长，活动氛围越来越浓，“村BA”爆火、“村晚”流行
正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火了之后怎么办？飞速发展的社会，诱惑和冲击层出不穷，守
好这个“村”字不变质、不变味，并非易事。现实中，一些乡村活
动红极一时，但在过度“植入”外来文化和商业元素后变得水土不
服。一些体育赛事在利益裹挟下，出现暗箱操作、滋生腐败乱象。

“村BA”流量这么大，以后会不会收门票？专业球员慕名而来，会不
会挤压村民的上场机会？“村晚”四季都办，如何保持特色、办出新
意？答案都在“村”中。因为见过最纯粹的民间活动，所以更要坚守
初心，留住这份美好。不用“村BA”的招牌做生意、参赛球员必须是
农村户口，台盘村始终如一的做法，昭示着全民参与、全民健身的初
心不改。推动移风易俗、宣讲理论政策，“村晚”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融入其中，欢声笑语中蕴藏着文体运动出圈的“流量密码”。

“村”不是简单复制。“村BA”“村晚”打开一扇扇门，想跟风
模仿、扎堆建设、抢抓风口的不在少数。可问题是，举办活动赛事
不能自说自话，而要与当地群众同频共振。一个村子，没几个人会
打篮球、扭秧歌，强行举办相关活动，自然难以落地生根。“村味
儿”自然流淌，打动人们的，本质上还是人情味。与现实生活割裂
的虚假图景，不可能点燃人们的激情。只有因地制宜、才能生生不
息，只有自发生长、才能与本土深度联结。根据乡村实际，摸清村
民喜好，保留最具有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让文体风气厚积薄发，
热爱就会向着更远更广的地方传递。

“村”更不是拒绝变化。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行，目光短
浅、故步自封，更是自毁前途。“村BA”“村晚”不仅仅是人们喜闻
乐见的活动，更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载体和路径。热度上来了，台盘
村的村民也没闲着，给球场增加看台，周边配备停车场、美食街，
村集体入股卖起特色文创产品。村民所做的一切没有离开“村”，正
是在“村”的基础上，突出农民主体，探寻文化内生发展动力，促
进产业升级，给“村BA”不断“上分”。“村晚”的流行，同样是与
时俱进、文化“加戏”的结果。通过“村晚”舞台，更多人了解到
乡村现状和问题，吸引硬件软件投入，提升配套设施服务，为乡村
发展带来资源和机遇。

最近，围绕“村”的文体活动不断进入国家政策视野。《农业农
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
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推广‘村BA’篮球赛等赛事”。文化和旅
游部定于2023年开展“四季村晚”活动。从自发举办到政策引导，
文化体育的篝火正在常态化燃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每个地
方都有本土“火种”，农民有着自己的文体爱好和需求，挖掘特色、
找准路子、加强引导，就会涌现出更多闪亮的“村字头”招牌，让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韩小乔，载《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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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服务企业？唐代文学
家柳宗元所著 《种树郭橐驼传》 中
所言的事理颇具启示。

文中的主人公郭橐驼所栽种移
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长得高大
茂盛，果实结得早而且多。有人向
他询问奥妙，他说：“橐驼非能使木
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
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
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

其实郭橐驼的种树方法与常人
无异，培土压实而已，他的不同之
处在于“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
复顾”。按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种
树人负责培土施肥，种下的树负责
茁壮成长。既然把树种下去了，就

不再去干预它的生长，使树木的天
性得以保全，它的本性也就能够得
到充分发展。

政府服务企业，与郭橐驼种树
是何等相似，政府像种树人，企业
像树苗，政府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输送更多的
惠企政策，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为企业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让企
业家心无旁骛谋发展。

但现实中不难发现，有的地方
政府“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管
得太宽，不仅负责“阳光雨露”，还
负责“茁壮成长”，经常深入企业介
入项目拓展、产品研发、市场营销
等具体经营事务，甚至亲自出马为
企业规划打造“发展蓝图”。

实践证明，事物发展自有它的
规律，只有顺天致性，才能实现动
机与效果的统一。政府对企业的过
度热情，虽然以履职尽责、主动作
为为出发点，但喧宾夺主、越俎代

庖，就会干扰影响企业自主创造性
和竞争力的发挥。就像郭橐驼分析
别人种不好树的缘由：“旦视而暮
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
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
木之性日以离矣。”

知止方有得，无为胜有为。政
府在服务扶持企业上不可“爱之太
恩，忧之太勤”，要把握好服务边
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该做的事
情做好，为企业发展拆掉围墙、清
除障碍，专注于营商环境打造、惠
企政策供给，让企业放开手脚、自
主发展。

有人形象地说，好的服务犹如
“空气”，无处不在、缺之不可，平
时无事不扰，受益而不觉，遇事有
需必应，失之则难存，这是明确政
府权力边界，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
生动体现。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干扰，为企业创造自由宽
松的成长环境，正是有的地方民营

经济发达、创新活力迸发的重要原
因所在。

当然，“无事不扰”不等于“无
事可做”，而是政府要有效定位、找
准座位、正确站位，既要避免“爱
之心切，用力过猛”干扰企业生产
经营，又要防止“袖手旁观、视而
不见”无所事事，更好地发挥政府
自身作用，不越位、不缺位、不错
位，努力做到纾企业之困、固市场
之本、培创新之元，为经济社会发
展保驾护航。

当前，我省正加快打造高水平
创新型省份，强力推进“三个一号
工程”，全面增强我省中国式现代化
新动能，政府服务企业要学好郭橐
驼种树的经验，提高政府服务效
能，真正做到：企业没有事，政府
不插手；企业有好事，政府不伸
手；企业有难事，政府不放手，让
企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谋发展。

（罗正然，载《浙江日报》）

服务企业要学“郭橐驼种树”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4月4日
发布消费提示，倡议餐饮企业
主动推出半份菜、小份菜，不
以节约为由变相涨价，坚决制
止“舌尖上的浪费”。

为倡节约之美德，绝浪费
之奢风，近年，有不少餐饮企
业推出“减额减量”的半份
菜、小份菜，又称减量菜。此
设计既有助于丰富餐厅的菜品
选项，又可以遏制过量点餐等
不良风气，符合简约绿色生活
调性，是厉行节俭的有益尝
试。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不少
企业的减量菜“只减量不减
价”，菜量是半份、小份，菜价
却不相应打折。

顾 名 思 义 ， 减 量 菜 消 减
的是体量、数量和价格等可
供计算的“量”。也就是说，

价格和分量能够实现同步变
动，或者量化操作较为方便
的菜品才符合减量菜的要求，
比如自助餐、火锅等，其半份
与整份的菜量和价格区分度较
高，实行减量菜 的 现 实 可 操
作性较强。

有鉴于此，要防止减量菜
成商家“变相涨价”的操作，
一是要严格规范商家，督促其
诚信经营；二是不妨遵从减量
菜“量体裁衣”的设计需求。
比如，要细分餐饮类型，鼓励
讲究大份额菜量的餐厅设计推
出半份菜、小份菜，鼓励走精
品菜系路线的餐厅要做到质量
相符，谨防变相加价行为。

倡节俭、反浪费乃传统美
德，餐饮企业合理减量减价的减
法操作，昭示了餐饮行业厉行节
约的行动力正在逐步提升。与此
同时，消费者亦应自觉践行，主
动摒弃“好面子”“讲排场”等
陋习，将节约理念厚植于心。

（庹亚男，载《广州日报》）

减量亦减价 节约更到位


